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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全面解决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农村饮水安全事关民生福祉，解决农村饮水

安全问题，“让农村人口喝上放心水”是脱贫攻坚

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十三五”期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规划目标任务超额完成，农村供水保障程度得到

显著提升。按照现行标准，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得到全面解决，彻底改变了贫困人口为缺水发愁、

缺水找水的历史，贫困地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满意度显著增强。

突出重点解决饮水问题

农村饮水安全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底线任务

之一，是水利扶贫的头号工程、硬指标硬任务。水

利部水库移民司司长卢胜芳介绍，水利部坚持规

划引领，完善顶层设计，先后出台了涉及农村饮水

安全等方面 20 多个水利扶贫政策性文件，召开 20

多次全国性水利扶贫工作部署推进会，选派 200多

名水利干部和专家到一线挂职。

资金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水利部会同国

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在原定“十三五”计划投资

220亿元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资金的基础上，调增

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资金 76 亿元；会同国务院扶贫

办指导贫困地区整合涉农和扶贫资金，优先安排

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新疆是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战的坚中之

坚、难中之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把解

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作为水利工作的“首要

政治任务”和“头号工程”，挂牌督战，推进饮水安

全工程顺利实施。

“十三五”以来，新疆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

目400余项，所有贫困人口饮水问题得到解决，南疆

67个地处沙漠腹地、边远高寒山区的不通水村全部

通水，结束了“夏季吃河水，冬季吃雪水”的历史，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0%，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司长陈明忠表示，截

至 2020年底，我国提升了 2.7亿农村人口供水保障

水平，其中解决了 1710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农村供水工程体系。贫困地区

农村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分别由 2015年的

82%、76%提升到88%、83%。

供水工程养护巩固提升

供水工程的维护和改造也是保障农村饮水安

全的一项重要任务。卢胜芳表示，2019年农村供水

工程维修养护首次被纳入中央财政补助范围，两

年累计安排中央投资 39.6 亿元，支持贫困地区农

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

从 2020 年开始，江苏淮安生态文旅区高铁商

务区办事处三庙村村民只要一拧开家中的水龙

头，清冽的水流瞬间奔涌而出。一位村民说：“现在

我们村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干净放心的自来水，再

也不用担心水质问题了。”

据三庙村党总支书记李从高介绍，过去 20 多

年来，三庙村村民一直都是饮用深井水。水质差不

说，有时候还会停水，村民们都觉得特别不方便。

加上时间久远，地下管道老化，且渗入了内泥、杂

物、虫子等，很不卫生。“喝上干净的自来水成为全

村人最大的心愿。”李从高说。

为解决辖区内部分村吃水难、用水难的问题，

高铁商务区办事处联合自来水公司对农村自来水

情况进行了全面摸底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筛选出

三庙村、严李村 2个村共计 901户，对约 2.4万米长

的自来水管道进行改造。

目前，淮安生态文旅区已关闭所有小水厂，通

过采购优质管材、重新铺设内部供水管道、连接市

政供水主管道等措施，将自来水引入村民家中，解

决了两村近4700名村民饮水难题。

“在‘十二五’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基础

上，‘十三五’以巩固提升和运行管护为重点，落实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投资 2000 多亿

元，其中中央投资296.06亿元。”卢胜芳说。

“喝上水”还要“喝好水”

“喝上水”的问题解决了，还要解决“喝好水”

的问题。陈明忠表示，2020年专门安排中央投资资

金解决了120万农村人口饮用苦咸水问题。

2018年 10月，河北省还有 276.2万农村人口存

在饮水型氟超标问题，居全国首位。河北各级各部

门采取有力措施，集中力量解决问题。2020年10月

底，通过江水（南水北调中线调水）置换、新辟合格

水源等方式，河北全面解决了农村人口饮水型氟

超标问题。

衡水市枣强县将脱贫攻坚和饮水型氟超标问

题同步解决，共筹措 2.58 亿元，强力推动工程建

设。目前，枣强县农村饮用水源由高氟水全部切换

为长江水，县城和 553 个行政村共 40 万居民实现

城乡供水一体化，彻底摆脱了高氟水的困扰。

据了解，河北省将农村生活水源江水置换工

程建设纳入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范围，合理配置

农村生活用水指标，在受水区加快实施南水北调

地表水厂与农村供水站连通工程，实现引江水替

代地下水，从根本上解决饮用水氟超标问题。全省

八成以上氟超标人口的饮水问题通过江水置换彻

底解决。

甘肃省也将农村苦咸水改水作为重要的政治

任务来抓，科学编制改水方案。水利等部门将水源

改造、管网延伸、净化处理等纳入项目实施范围，

合理解决苦咸水隐患。截至 2020 年底，甘肃省 31

个县区完成苦咸水改水投资 6.89亿元，121处工程

全部完工，受益人口39.52万人。

“目前，我国农村水质保障水平明显提升，千

吨万人供水工程水源保护区划定比例由 30%多提

高到 80%以上，2020年完成 975万农村居民饮水型

氟超标改水，提升了 4233 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

平。”陈明忠说。

本报北京 1 月 30 日讯（记者刘春沐阳、柳
洁 通讯员陈鼎）1月 30日，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

一期工程实现全线通水。

作为国家 172项全局性、战略性节水供水重大

水利工程之一，鄂北工程是湖北水利“一号工程”，

是湖北省水利建设史上工程规模最大、覆盖面积

最广、受益人口最多的重大基础性、战略性民生工

程。工程包括一期和二期两部分，于 2015年 10月

全面开工建设，旨在解决长期困扰鄂北地区发展

的“旱包子”问题，历史性改变湖北水资源战略格

局，发挥水资源配置优势，为湖北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大的水安全保障。

鄂北工程以丹江口水库为水源，以丹江口水

库清泉沟隧洞为起点，全线自流引水，向鄂北地区

沿线 3 市 7 县 482 万人口供水，灌溉耕地 380 万

亩。工程输水干线总长 269.67 公里，利用受水区

36座水库进行联合调度，设24处分水口，年均引水

7.7亿立方米，总投资180.57亿元。

5年来，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与管理

局组织 1.4 万多名建设者、7139 台机械设备，接续

奋战在 270 公里长的战线上，年均完成投资近 40

亿元。工程建设项目部克服了主材价格上涨、地

质条件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等诸多不利因素，

紧紧围绕工程建设总体目标和年度计划，严格把

控关键节点和关键线路，坚持把任务分解到年、细

化到月、落实到旬、执行到天，以督办考核机制激

发内生动力，推动施工进度全面提速。

随着一期全线通水，工程沿线即将全面受

益。目前，二期工程前期工作正在加速推进，有望

今年开工建设。

鄂北工程一期全线通水

新华社北京 1 月 30 日电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诚

信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

实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弘扬诚信文化，推进诚信

建设，发挥诚信典型的示范引领

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履约践诺、

诚实守信的良好风尚，中央宣传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社会

发布了2020年“诚信之星”。

此 次 发 布 的 “ 诚 信 之 星 ”

包括 3 个集体和 9 名个人：国

网南京供电公司石城供电抢修

服务队、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

技有限公司、青海省西宁汽车

站有限责任公司，河北省承德

市丰宁满族自治县胡麻营镇河

东村党支部书记王福国、黑龙

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冷

友斌、浙江省建德市乾潭镇陵

上 新 村 卫 生 室 乡 村 医 生 吴 光

潮、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花石

乡 大 湾 村 党 总 支 第 一 书 记 余

静、福建盼盼食品有限公司总

裁蔡金钗、湖北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分公司经理汪勇、湖南省

郴州市宜章县吉兴纸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谢运良、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

宗 富 水 果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理 事 长 裴 忠

富、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人民医院原副院

长路生梅。

2020 年“诚信之星”发布

主要通过电视专题片讲述“诚

信之星”先进事迹。他们有的

为了一份信任，不畏艰险、冒

疫奔忙，用臂膀扛起如山的责

任，勇做挺身而出的凡人；有

的 秉 承 “ 诚 信 为 本 、 品 质 至

上”的企业精神，不计成本保

证防疫物资供应，为全国疫情

防控作出突出贡献；有的响应

号召，主动请缨，坚守“一户

不 脱 贫 决 不 撤 岗 ” 的 庄 严 承

诺；有的扎根偏远乡村，甘守

清贫寂寞，为乡亲解决病痛，

多年如一日甘当村民“健康守

门人”；有的弘扬家风、恪守家

训，致富不忘乡亲，“不帮乡亲

拔掉穷根决不罢休”。他们的感

人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

人守信践诺、以诚立身的精神

风貌，是“诚信”价值理念的

坚定守护者，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专题片

还播放了主题曲 《诚信之光》。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为 2020 年“诚信之星”颁

发证书和奖杯。“诚信之星”发布特别节目

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 1 月

31日21时30分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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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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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陕西省众多企业都有这样一种感

受：在行政部门办事方便多了。究其原因，是陕西

省在各级行政部门全力实施法治政府建设，推进

行政管理流程再造，形成“多规合一”和“一张蓝

图”系统集成改革，使得“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得

以全面推进，533 项审批实现“证照分离”，审批时

限压缩66.6%，申报材料精简60.2%。

2020年9月份，《陕西省法治政府建设“六大工

程”实施方案》印发，决定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双驱”工程、市县法治政府建设评估工程、乡镇

（街道）法治政府建设强基工程、法治化营商环境

评价工程、政府工作人员法治素养提升工程、法治

政府建设信息化推动工程建设。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完善法治体系至关重

要。2017 年以来，陕西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地方

性法规草案和省政府规章草案 69 项；制定和修订

省政府规章 30件，废止省政府规章 31件。2020年

前 10月，共合法性审核、备案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

371件。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优化完善政府党组议事规

则和决策程序不可或缺。陕西省按照集体领导、民

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决定“三重一

大”事项，扎牢了制度笼子；积极发挥政府法律顾问

作用，全省各级政府和部门实现了法律顾问全覆

盖。2020年前 10月，省政

府法律顾问共办理涉法事

务 108 件，对 21 件重大决

策及重要涉法事件提供法

律意见和处理方案。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提高

政府办事效力是根本目

的。陕西省积极构建了以“双随机、一公开”为基本

手段、重点监管为补充、信用监管为基础的监管机

制，实现了5108项政务事项流程再造。推行权责事

项“颗粒化”管理，开展微信办照，将企业注册时间

压减至 30分钟，企业开办时间压减至 3个工作日，

600项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实现了“掌上可办”。

陕西省司法厅副厅长师建平介绍，通过推进

法治政府建设，全省各地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亮点

纷呈。西安市“15 分钟政务服务圈”加快建设，政

务事项 70%以上实现“全科处理”；汉中市 5个县区

先后被全国普法办评为“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

活动先进单位”。

“判决如下：被告人

陈某惹构成运送他人偷

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2020 年 11 月 13 日，在云

南省沧源县勐董镇永和国门新村，临沧边境管

理 支 队 协 助 沧 源 县 人 民 法 院 开 展 刑 事 巡 回 审

判，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运送他人偷越国（边）

境案。

此次庭审，沿边村寨 200多名群众受邀到现场

旁听，同时，临沧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同步开展线

上直播讲解，共有 4000多名网友围观。通过线上、

线下齐发力，零距离向群众开展“以案释法”普法

教育，不仅让群众学习了边境管理相关法律知识，

也切身感受到了司法权威。

云南省地处西南边陲，毗邻缅甸、老挝、越南

三国，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门户，生活

着白族、彝族、哈尼族等 25个世居少数民族。云南

边境线长达 4060公里，边境形势错综复杂，管控任

务十分艰巨。

自 2019 年 1月起，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联合省司法厅、省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在边境地

区启动为期三年的“法治宣传固边防”活动。为

了让普法活动“接地气”，让群众易于接受，相

关部门不断创新普法宣传新模式。

在云南省镇康县，集吹、拉、弹、唱、说、舞为一

体的“阿数瑟”是当地民间演唱艺术，是群众业余

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独特的边疆

民族风情。将“阿数瑟”与普法宣传结合会擦出怎

样的火花？

“扫码登记做得好，疫情防控无死角。国外亲

友来投靠，不能隐瞒如实报，阿数瑟呢瞧着。”疫情

防控期间，镇康县司法局尝试创作的“阿数瑟”疫

情防控宣传歌在网络上广泛流行，韵味十足的普

法歌曲听得懂、易传播，把疫情防控的法治声音传

到了边疆的村村寨寨。

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总站长孙鸿滨表

示，两年来，“法治宣传固边防”活动硕果累累，不

仅维护了云南边境地区安全稳定，保障人民安居

乐业，也让“遇到事情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

盾靠法”的观念在群众当中生根发芽。

云南创新普法宣传服务边疆建设
本报记者 曹 松

陕西“六大工程”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本报记者 雷 婷

新华社沈阳1月30日电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1 月 30 日选举张

国清为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国清当选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生态环保领域立法扎实推进
本报北京讯（记者李万祥）全国人大常

委会连续三年运用执法检查等法治方式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1月 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

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

治。“十三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

历史性成就，“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生态

环境 9 项约束性指标均超额完成，为“十四

五”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探索积累了成

功做法和宝贵经验。

2018 年 5 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

开以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把生态文明建

设作为重点工作领域开展执法检查，定期听

取并审议同级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 7月，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

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大力推动生

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全面有效实施。

3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共完成 12部

生态环境领域专项法律制定修改。同时连

续 3年开展对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

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执法检查。“这几项检

查不论是规模、力度，还是影响、效果，在人

大工作中都是空前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研究室主任宋锐说，执法检查有效发挥

人大监督的特点和作用，推动污染防治和生

态环保工作在法治轨道上有序开展。

下一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按照立法规

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把生态环境保护作

为立法的重点领域统筹谋划、扎实推进，具

体包括：修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环境影

响评价法、矿产资源法、草原法、渔业法等；

开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并

开展专题询问；分别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雄安新区

和白洋淀生态环保工作情况等报告。

“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备案审查工作，

保持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法规、规章、司法解

释、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常态化，杜绝立法

放水，防止立法抵触，避免立法滞后。”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许安标表示，全国

人大常委会将积极推进生态环境立法领域

法典编纂研究论证工作。

202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将开展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专

题调研，推进自然保护地的管理，加快推动

相关立法进程；继续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

2020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

况与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情况的

报告；加强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野生动物

保护“一决定一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情

况落实情况、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

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跟踪监督，确保执法

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整改落到实处、发挥

实效。

1 月 30 日，江西省大余县梅关风景区内万株梅花竞相绽

放。大余县自古以梅闻名，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四大探梅胜地

之一。每年12月到次年2月，梅关风景区便成了游客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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