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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饮水，首先是要解决‘吃水难’问题，同
时还要达到饮水安全。”董华说道，目前，普定县已
经实现乡镇供水管理“城镇化”，安全饮水覆盖率
100%，集中率100%，千吨万人以上集中供水就有
10个片区。

席昌云介绍，对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素有
“三分建、七分管”的说法，以前村、镇供水没有明
确责任，没有管理体制，供水运行起来总会出现很
多问题，将难以持续、安全供水。

为此，普定县水务局组建下属普源水务有限

责任公司和乡镇供水管理公司，将集中连片供水
项目交给公司管理，在项目实施前签订用水协
议，明确公司与用水户责、权、利职责，逐步形成

“政府引导、公司经营、协会管理、群众参与”建
管养用一体化模式。普源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还
接收管理马场镇、白岩镇、马官镇、化处镇的集
中供水，日供水总规模 3.72 万吨，共有用户
25172户，保障辖区79个村342组23.27万人的饮
水安全。

“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是必需，也是必

然。”董华说道，通过公司化管理，让专业的人去做
专业事，管理运行规范了，饮水安全得到了保障，
管理成本更低了，水费的价格也相应降低了，真正
受益还是群众。

同时，通过加强公司内部管理、实行微信等网
上缴费提升服务质量，水费回收率达到98%以上，
使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好后“管得好、用得起、长
受益”，不断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2019
年水费收入达1000多万元，农村供水走上了“以
水养水”的轨道。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是各项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公益性事业。
普定县地势为南、北部高，中间低，石漠化严重，工程性缺水突出，“有水难存”已成为当地用水饮水的真实写

照。以水兴农，以水兴村，让水利骨干工程与毛细血管配套，让源头活水浇灌在产业地里，让民生水利浸润在贫困
地区，是普定县水务部门开出的扶贫良方。

“水利建设和水利扶贫的目的是水利工程围绕群众转，围绕产业转，让广大群众能用水、用好水，让产业发展
不缺水，让源头活水普惠民生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普定县水务局局长董华说道。

近年来，普定县紧紧围绕提速发展、后发赶超、同步小康目标，坚定不移落实主基调和主战略，针对新时期水
利扶贫开发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抢机遇，争朝夕。把水利项目集中连片建设作为重要抓手，突出加强边远缺水地
区的水利项目建设，积极探索水利扶贫长效机制化，为推动扶贫开发提供有力的水利支撑和保障。

小农水：助力产业拔穷根

雨水落、百谷生。4月13日，记者走进普定县黄桶街道后寨村，集中成
片的田地内青绿色大小不一，刚移栽的香葱已经开始发出嫩叶，准备出售的
香葱生长茂盛。后寨村产业基地管理人员廖大兴告诉记者，该村的产业基
地为后寨村的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现在群众的生
活水平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目前，后寨村整个香葱基地总用工平均每天在200人左右。对专业技
术要求不高，劳动强度低，适宜充分利用农村闲散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香葱既不耐旱，也不耐涝，所以保障基地的灌溉用水是种植香葱的根
本，没有水源，没有喷灌设施设备是无法种植香葱的。”廖大兴说，在普定县
水利部门的支持下，借助“小农水”项目建设，该村通过水泵引水至蓄水池，
再经过管道引到田间地头，同时配备喷灌设施，形成了整套完整的灌溉设
施。

后寨灌区涉及灌溉面积2882亩，灌区主要农业产业为韭黄种植600
亩、经果林820亩、特色蔬菜100亩、香葱种植850亩、花卉种植100亩、龙
虾养殖60亩、食品原材料250亩、中华鲟养殖40亩、清溪农庄110亩以及苗
木、食用菌等。

“后寨村及至普定的很多坝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地下水丰富，但水在
低处，很多农田都是‘隔岸观水’，无法直接灌溉，以前种田都是每家每户使
用小型抽水机，成本高、抽水难度大成为影响群众发展产业的‘拦路虎’。”普
定县水利建设管理站站长王晓勇分析道，针对用水存在的困难，“小农水”项
目建设解决了群众产业发展的瓶颈。

产业结构调整到哪里？水利基础设施就服务到哪里。
翻开普定县水务局近3年来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工程统计表：

2017年投资2000万元，工程共解决灌溉面积9963亩，其中实施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5656亩，惠及化处镇、白岩镇、穿洞街道、黄桶街道办、马官镇等
10个片区，惠及贫困户1328户3753人；2018年，投资1000.99万元，解决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100亩，主要为斗篷灌区，涉及贫困户174户787人；
2019年，投资1816.88万元，可解决高效节水灌溉面积8052亩，该工程涉及
化处镇水母河流域农业园区，区域主要农业产业为韭黄。

“十三五”以来，普定县完成水利投资27.54亿元，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夯实发展基础，为脱贫增收做保障，水利基础设施不断夯实，有效抵御了
旱涝灾害，促进了粮食增产、产业发展、农民增收。

同时，该县还在所有的产业基地内针对性地实施小水池、小水窖、喷灌
设施、滴灌、管灌、微润灌等水利项目，利用辐射效应引导周边群众进行产业
结构调整。通过努力，该县经果林、茶叶、蔬菜等经济作物得到快速发展，在
打造的沙湾现代农业园、普定循环农业园等示范点的基础上，全县新增种植
韭黄10万余亩，新增茶园5000亩，新增无公害蔬菜种植面积0.8万亩。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快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

饮水困难、饮水安全是贫困地区的一大难题，
解决群众生活饮水问题，是群众改善生活条件的
一项民生基础。

坪上镇石板村地处普定县夜郎湖边，这里湖
光山色、风景秀丽，然而这个美丽的地方却是“吃
水难”，这里的很多自然村寨都只能是“望水心
叹”，以前很多村寨的村民都是走几公里的山路到
地下水井或河沟挑水。

“现在家里接通了自来水管道，拧开水龙头，24
小时都能用上白花花的自来水，吃水、洗衣、做饭都
不愁了。”石板村中寨组68岁的杨仕英对此记忆犹
新，她告诉记者，以前家里一直在山沟里的水井挑
水，往返几公里路，赶上干旱年份，则需要每天到水
井边排队挑水，用水都是洗脸水喂猪，洗脚水喂牛，
想洗衣服都要背到更远的河边去洗。

从挑水、村寨修建小水池、几个村寨联合修建
大水池再到集中成片区供水，坪上镇作为饮用水
源贫瘠的地方，经过了多次饮水模式的变革。
2018年11月29日，坪上镇的集中水源地红坪水
库建成下闸蓄水，彻底解决了坪上片区的“饮水
难”的问题。

红坪水库主要为村镇供水及灌溉，水库总库
容为198万，村镇供水量173万方，投用后解决了
集镇1.23万人、农村1.5万人及2.29万头大小牲畜
的饮水安全问题，解决了4000亩耕地的灌溉用水
问题，覆盖坪上镇22个村寨。

在白岩镇片区供水厂，优美的绿化环境和高智
能化的净水设备让人印象深刻，中控室内的大屏上
显示着自来水处理的流程和各项指标检测情况。

“水厂全部实现智能化，只需要一键操作就可

以完成反应、过滤、消毒等各项供水程序转化，不
需要手动操作，既方便而且更精准。”普定县普源
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席昌云说道，白岩镇片区以
前也有个老水厂，但长期供水能力不足导致很多
村寨经常“没水吃”。

白岩水厂供水工程作为普定县脱贫攻坚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于2018年3月开工建设，
2018年12月完工，完成投资4425.8万元，新建水
厂1座，供水规模1万吨/天，解决白岩镇、马官镇、
定南街道及黄桶街道办 24 个村 70 个村民组
20183户91483人饮水安全问题，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3012户13856人。

目前，普定县已经实现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
解决了9.65万户44.4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涉及32131户121601人。

供水：公司化管理保障饮水安全

饮用水：“甘甜水”引进千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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