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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住饮用水安全漏洞
建设美丽乡村，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

展、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
举措。近日，笔者下乡调研时了解到，一些乡村在建
设过程中存在“建过就坏”的情况，如何维护好、管理
好美丽的村庄，让乡村群众能够长期受益，是农民朋
友普遍关心的问题。

据了解，影响和制约美好乡村常建常新的现实
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无力维护与管理。村庄日常
保洁、亮化、绿化以及公共设施的维护等费用加起
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对于一些无集体积累、无
收入来源的村社来说，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二是
农民素质没有同步提升。由于长期形成的生活习
惯，一些村民在美好乡村建成之后，依然乱涂乱
画、乱倒垃圾，甚至乱搭乱建。

笔者认为，要想让美好乡村长久美好，一是要
积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美好乡村建设，必须要有
产业作支撑。一方面要通过招商引资办企业，另一
方面要积极扶持返乡创业。村里有了集体经济收
入，村庄的可持续发展才有财力保障。二是各级政
府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还要注重引导社会资金
参与到美好乡村的建设后期维护中来，共建共管，
美化环境实现双赢。三是要大力培育文明新风。建
设美好乡村，人的素质是关键。要把文明乡风培育
作为美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组织开展文明乡
镇、文明村、文明村民组、农村文明户的评比活
动，引导农民群众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增强其保护
环境的责任感。

（安徽省天长市 宣金祥）

由于工业布局的不尽合理、对水源地保

护重视不够，对水源污染的监控不足和对污

染责任人处理偏轻，导致我国饮用水源突发

污染事件处于高发期。因此，防止饮用水突

发污染事故发生，改善和提高我国饮用水水

质安全性，堵住饮用水安全漏洞，将是我国

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水污染的来源主要是工业污染、农业

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无机离子和有机污

染物为水体中污染物的主要种类。无机离

子污染指开矿、冶炼过程排放重金属离子

污染，在我国某些地区，如湘江、北江流域

等地区比较严重，长期饮用，会危害健康；

有机物污染如农药、杀虫剂、灭菌剂、除草

剂、塑料添加剂等。

目前，饮用水处理厂对水源污染在线

监控技术和设备存在严重不足，自来水厂

95%以上仍然采用的是百年前的常规工

艺，该工艺对水源中溶解性小分子有机污

染物、氨氮、臭味物质去除有限。加上水厂

处理工艺中应急处理设施不完善，因此由

于水源突发污染导致的饮用水停水事件时

有发生，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要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我国饮用水安

全状况，需要采取强有力的综合措施，包括

加强水污染防治和水源保护，提高水厂处

理工艺水平和管理水平，加强管网改造，同

时需要制定针对饮用水安全的专门法律。

一是加强饮用水源地的保护，加强对

水源地的水质监控，加大环境污染违法成

本，全面提高饮用水源水质。加强饮用水

源的保护，需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变

我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把水源

保护放在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但考虑到

我国的国情和水源污染现状，全面提高我

国饮用水源水质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

可能一蹴而就。

二是将常规工艺改造成深度处理工

艺，增加去除溶解性有机污染、臭味与氨氮

的能力。水厂工艺的改造首先应是强化常

规处理，即投加氧化剂、吸附剂不增加构筑

物。其次，增设臭氧氧化、活性炭吸附、生

物预处理等深度处理技术。从目前的工程

实践看，臭氧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可以显

著改善我国饮用水水质，并已在各地得到

一定的应用。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深度

处理水量只占到全国城市供水的 5%至

10%左右，仍需加大力度推动深度处理工

程的建设。

三是加强应急处理相关的技术和管理

政策的研究，以应对突发污染事故的发

生。必须尽快开发和安装水源水质的在线

检测系统，进一步推动水厂应急处理设备

和工艺等应急能力建设。同时在有条件的

地方，建设多水源或备有水源，在供水管网

布局上实行环网供水格局，以应对突发性

水污染事件的发生。

四是尽快制定安全饮用水法和饮用水

源水质标准。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饮

用水安全的法律，现有的《水污染防治法》

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对饮用水安全的针

对性不够强，饮用水从源头到龙头的各个

环节和水质标准的制定修改，需要有专门

的法律来约束。另外，我国尚无专门的饮

用水源水质标准，目前采用的《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存在

不匹配的问题，水源水质的要求不是十分

明确。因此需要尽快制定专门的安全饮用

水法和饮用水源水质标准。

编辑同志：
水安全问题绝非小事，它将严重影

响群众生产生活，制约地方科学发展。
笔者所在地区就曾出现过水荒，前几年
的云南省持续大旱曾经让不少塘坝、水
库干涸，造成群众饮水困难，至今令当地
老百姓记忆犹新。作为一名基层百姓，
笔者希望政府下大力气解决百姓水安全
问题，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

一是期盼加强水源地保护。积极整
治城乡面源污染，及时清除水库、塘坝、

河道中的漂浮物，减少水体污染。建立
完善水利工程蓄水信息库，及时更新数
据资料。重视、支持农村五小水利工程
建设，将其纳入水利改扩建、除险加固、
蓄水奖补等财政资金支持范畴。

二是期盼依法规范采矿、地下水开
采行为。重视开展地下水人工补给工
作。结合实际，建设好地下水补给渗漏
带，如回灌井、渗井、渗坑、坑塘等设施，
利用经过预处理的雨水或符合排放标准
的再生水入渗、回灌地下水。

三是期盼提高森林涵养水源能力。
通过植树造林，绿化山川，增加地表植
被，不断修复并提升生态环境尤其是森
林涵养水源的功能，打造森林乡村、园林
城市。

此外，土壤具有容纳水分的生态能
力，在种植业、城镇化、防洪蓄水等方面
要推广相关技术，如坡地深耕、适度增加
城镇绿地面积、街道铺设透水砖等，着力
增加土壤水分。

（云南省曲靖市 彭竹兵）

5 月 12 日 《经 济 日 报》 金 融 版
《“线上”体验带来什么》 一文，报道
了北京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 3
家银行相继推出的直销银行业务，客户
只需打开直销银行页面，点击鼠标便可
完成网上开户，输入个人银行卡号、身
份证等相关信息后即可便捷理财、存款
和转账。

金融创新是件好事，但其潜在的风
险也不可忽视。一是目前网上经常出现
一些假冒银行网站，造成客户资金损
失。由于直销银行刚刚推出，技术还有
待完善，客户的认知度需要进一步提
高，因此对客户的风险教育应及时跟
进。二是直销银行的科技风险防范不能
放松。直销银行的技术支持与现有网上
银行不属于同一家公司，加大了银行的
管理难度。笔者认为，监管部门应对直
销银行加强监管，实行准入资格管理，
严格防控风险。

（河北省承德市 李凤文）

直销银行要防控风险

5 月 8 日的 《经济日报》 刊登了记
者通过实地调查采写的 《湘鄂共建洞庭
湖生态经济区》 一文。该文章深入报道
了洞庭湖库区为落实 《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规划》，在生态系统、产业体系以及
民生保障和基础设施方面付出的艰辛努
力，报道及时、采写扎实，引起广大读
者和湖区百姓的关注。

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区，需要湖南
湖北两省尽快落实规划对接措施，在建
设过程中注重生态优先，把“美丽洞
庭”打造成资源丰富、生态良好的经济
区，让湖区百姓的期盼成为现实。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范围内两
省 及 各 县 市 间 要 建 立 相 应 的 协 调 机
制，对重大建设项目，两省间要互相
通报，省内要互相协调，取得共识后
再具体实施。同时要依据 《洞庭湖生
态经济区规划》 所明确的工作步骤和
目 标 ， 制 定 符 合 当 地 实 际 的 实 施 方
案。对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的行为要严
厉处罚，并且两省联动，制定科学的
退田还湖方案，争取早日再现“八百
里洞庭美如画”的美景。

（湖南省茶陵县 黄云生）

洞庭美景靠不断维护

5月 12日 《经济日报》 关注版刊登
专题报道 《房屋质量安全由谁负责到
底》，通过对建筑设计院负责人、业内
专家、律师等人的采访，对我国住房质
量安全有关问题进行了科学而具体的解
读，及时回应老百姓的疑问和广大业主
的关切，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房屋质量安全问题，与我们每个人
的生活息息相关。笔者认为，房屋质量
安全管理应该实现部门联动，各负其
责。首先要建立健全建筑建设的一系列
法律法规，修订并完善建筑标准体系，
做到有法可依。让建筑设计方、施工
方、开发商等对建筑质量在使用年限范
围内负有终身责任，做到违法必究。二
是政府主管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对房屋设
计、建设、施工行业准入、资质审查等
监管职能，做到执法必严。三是培育有
资质的鉴定、检测机构，业主可定期或
不定期地委托其进行鉴定、检测等，明
确房屋质量安全责任。最后，还应建立
房 屋 永 久 登 记 制 度 ， 实 现 “ 一 楼 一
档”，做到有据可查，明确责任。

（山东省沾化县 高占根）

把好房屋质量安全关把好房屋质量安全关

美 好 乡 村 应 建 管 并 重美 好 乡 村 应 建 管 并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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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实体经济

近年来频发饮水安全事故，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许多读者来信献计献策，呼吁加强水源保护。

山东省乐陵市铁营镇杨桥村村民李汉
文家的院外，有一口深井，去年 8 月以前，
全村老少喝水全靠它。乐陵市深层地下水
含氟量高，浅层地下水苦咸，80%区域的地
下水达不到国家饮水安全标准，水质不好
一直困扰着这里的人们。李汉文家院外的
深井是杨桥村唯一能打出“甜水”的井，村
里人甚至还为它立过一个纪念碑。

在广大农村地区，还有很多人和杨桥
村村民一样，曾经或正在为“喝水”的事情
发愁。我国农村人口居住相对分散，有些
地方受自然条件所限，再加上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相对落后，供水设施分散、简陋，饮
水安全问题长期存在。

按照水利部和卫生计生委对农村饮用
水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作出的规定，凡在水
质、水量、方便程度、保证率 4 项指标中有
一项不满足要求的，即被视为饮用水不安
全。据统计，截至 2010 年底，我国农村饮

水不安全人口共计 2.98亿人。
2005 年，我国启动了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建设，目标是“要让所有农村居民都喝上
干净的水”。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集中供
水工程 37 万多处、分散供水工程 130 多万
处，解决了 4.1 亿农村居民和 3200 多万农
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十二五”以
来，累计解决 1.88亿农村居民和 2617万农
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

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目前主要依
靠集中式供水工程和分散式供水工程两类
措施。距城镇等现有供水管网较近的农
村，利用现有自来水厂的富余供水能力，延
伸供水管网集中供水；人口稠密，水源水量
充沛，地形、管理等条件适宜的地区，可以
兴建适度规模的跨村镇联片集中供水工
程。而对于山丘区等居住分散的农户，则
需要兴建单户或联户的分散式供水工程。

要让老百姓长期喝上放心水，在工程

建设中，必须保障水源可靠、水质达标。水
利部门要求各地坚持工程建设和水源保护

“两同时”制度，做到“建一处工程，保护一
处水源”，同时要强化水质净化处理。

对于水质净化处理，乐陵市水务局局
长王洪兴介绍，乐陵市碧霞湖水厂采用一
体化净水装置，将絮凝、沉淀、过滤等工艺
组合在一起。“我们定期对水库水源及水厂
水体进行取样，检验合格后供水。同时，我
们还配备了涵盖 10 多项功能的饮水安全
自动化控制系统，保证水质合格。”

按照“十二五”规划，今明两年还有 1.1
亿农村居民和 1535 万农村学校师生的饮
水安全问题需要解决。这些人口多数处于
自然条件差、居住分散、工程建设成本高的
地区，建设难度要远超以往。同时，今明两
年 要 实 现 集 中 供 水 比 例 从 73% 提 高 到
80%的规划目标，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

除此以外，饮水工程建成后的管理问

题也是现实的考验。为此，刚刚召开的全
国农村饮水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再次强调，
要加快健全完善县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
理服务机构，鼓励推广“以大带小、小小联
合”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集中管理模式，积
极引导和扶持村组集体、农民用水合作组
织、供水服务组织和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参与工程管护。

保障饮水安全是一项长期任务。从喝
上水，到喝好水，我国农村饮水安全状况
在逐渐改变，但依然有提升的空间，这就
要求提早谋划农村饮水提质增效升级工
程，通过工程配套、改造、升级、联网等
方式，进一步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供
水保证率和水质合格率，全面解决好农村
饮 水 安 全 问
题 ， 不 断 改
善 农 村 居 民
生活条件。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从 喝 上 水 到 喝 好 水
本报记者 张 雪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
业的关键时期。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尽快培育一
大批有技术、懂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是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需要政府部门
强化责任落实，实打实地推进此项工作的开展。一
要出台政策。鼓励地方政府开展新型职业农民的培
育工作，有重点、分批次、重实效地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发展一户成熟一户。二要财政扶持。政府要
在资金、土地流转、技术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为
新型职业农民创造良好的外部创业环境。三要制定
标准。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新型职
业农民的行业认定标准，让新型职业农民能够依靠
这个职业获得较好的行业收入和社会认同。四要构
建教育培训体系。要创新培训内容和方式，有针对
性地开展“菜单式”、“专家式”、“点题式”培训工
作，注重农民的农技水平、市场营销、经营管理等
综合能力的培养。

只有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让越来越多
的有知识、懂科技、能创业的中青年劳动力重新回
到广阔的农村来，让他们真正发展成为有作为的新
型职业农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农业劳动力短
缺、农业生产后继乏人、农业科技成果难以转化等
一系列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江苏省东台市梁垛镇 朱 霆）

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密云水库是北京唯一地表饮用水来源，为保护水质，密云水库实

行“六护”网格化管理的保水防控，即护水、护河、护山、护林、护地、护环

境。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巡查。

▶河南省济源市通过集中供水工程解决山区群众饮水。图为工作

人员正在检查天坛山水库灌区群众饮水解困工程。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专 家 解 答

▲ 河北省滦平县污水处理厂，

出水水质全部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

图为检测员在取样。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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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硬措施防范水安全事故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饮用水安全研究所所长 刘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