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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供水工程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维持农村居民生产与生活用水需求的重点工程项目，应当科学地开展
村镇供水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为人们提供安全的生产生活用水。为此，本文以广西南宁市上林县城乡一体化
供水网项目为例，针对当前供水工程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建设现代化供水工程系统、满足村
镇供水需求提出建议。

一、加强村镇供水工程建设与运营管理的重要性

村镇供水工程是当地重要的生产生活保障工程，能够满足村镇居民的实际生产、生活和应急消防等水资源
供给需求，因此其建设与运营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建设村镇供水工程，加强供水工程运营环节
的科学化管理，能够有效改善村镇发展风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不断加速，城乡发展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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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广西上林县城乡一体化供水网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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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逐渐缩小，对村镇供水工程建设和管理也提出全新的要求。此外，村镇供水工程的建设与运营管理可以推动

乡村振兴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发展，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要求。同时，通过有效开展村镇

供水工程建设与管理能够从源头解决当地村民饮水污染问题，避免水质污染带来的危害，改善当地村民的健

康水平。

二、上林县城乡一体化供水网项目分析

（一）项目概述

上林县城乡一体化供水网项目由已建成的上林县象山水厂工程、上林县塘栖集中连片供水工程和拟新建的

上林县西燕镇镇圩乡集中连片供水工程、上林县巷贤镇明亮镇集中连片供水工程及上林县白圩镇澄泰乡集中连

片供水工程等5座供水工程组成。本次设计将已建的象山水厂、塘栖水厂和拟新建的西燕水厂、九龙水厂、龙

湖水厂等5座水厂的供水管进行联网连通，形成一个供水规模达到62500m3/d的城乡一体化供水管网。同时，

通过建立智能化供水调度系统，使5座水厂及其主供水管网实现智能化联网调度，合理利用供水水资源，提高

供水网的供水效率。城乡一体化供水网项目的调度中心拟设在龙湖水厂，通过智能化供水调度系统实时掌控各

水厂供水动态，主供水管网信息，实现5座水厂一体化供水网联合调度的目标。智能化供水调度系统估算投资

1357万元，该部分投资已经列入龙湖水厂的估算总投资中。

本工程的主要供水用户为巷贤镇及明亮镇共157个村屯，现状供水总人口74449人，共19928户，其中巷

贤镇87个村屯，供水人口43827人；明亮镇70个村屯，供水人口30622人。以上不包括巷贤镇五村、古民、王

西和明亮镇三黎等村屯。主要任务是供应水质合格、水量保证的安全饮用水。该集中供水工程设计供水规模

12000m3/d，取五村水库为水源，在水库新建分层取水塔取水，通过输水管道输水至新建九龙水厂，经过水厂

新建的“三大池”净化后通过配水管网重力自流供给用户。

（二）工程建设必要性分析

1.解决群众用水安全问题

如果一个地区存在严重的供水量不足及供水保证率低等问题，会对居民的正常生活产生不良影响，同时也

会对当地经济发展造成阻碍。巷贤镇明亮镇居民在实际生活中主要依靠就近打井抽取地下水使用，基础净水设

施不完善，当前人均供水保证率不超过60%，与此同时，水源水质中的铁、钙等元素的含量相对较多，已经超

过饮用水相关规范标准，用水水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一些井出水通常用肉眼就能发现其中存在较多的沉积

物，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

2.迎合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用水量增加是必然趋势，供水量不足将逐渐成为阻碍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

因素之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大幅度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同时对用水卫生方面的要求也比以往更

为严格。当前的人饮工程可供水量并不能充分满足地区群众用水需求，其水质不能达到相关规范标准。为更好

地满足村镇居民生活用水需求，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应在完善并优化城镇供水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地区的集中化与规模化供水，满足城镇发展需求。自来水供应方面的问题经常引发当地群众之间的纠

纷，反映出来的负面问题越来越多，给当地营商环境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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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动农村供水城市化，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和落实

一是提高城乡供水能力，并且保证供水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为群众供水提供保障，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
质量和水平，促进市、县、城、乡开展供水一体化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供水目标。二是为投资项目提供相应
的供水保障，实现城镇投资环境的进一步优化，促进镇区经济发展。三是避免过度开采地下水，防止出现地下
水资源枯竭及地面沉降等问题，避免出现重复建设供水工程的情况而造成水资源浪费。提高水资源调配的合理
性，为水资源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维持水生态环境平衡。

（三）工程施工整体布置
水厂工程设计供水规模为12000m3/d，五村水库原水净化消毒后经清水池调节自流输送至配水主管。在实

际开展施工过程中，其总体布置主要遵循方便施工和尽量减少占地原则。在该工程项目中，虽然施工面相对较
小，但却较为分散，其主要涵盖了水源施工、净水厂施工、输水和供水管路铺设施工等。工程施工中所使用供
水管线相对较长，其中大部分可以沿道路边进行铺设，一些供水管线的铺设需要临时修建道路，施工过程中使
用的管材及其他材料在管线旁进行堆放，坚持就近施工原则。从实际角度来说，虽然净水厂的工程施工面具有
较强的分散性，但场地和季节因素并不会对其产生过多影响，全年都可以开展施工；管线施工内容主要为土方
开挖、土方回填及管道安装等，并不会对施工布置产生过多影响，在冬季庄稼收割之后便能够全线开工。此过
程中包括引水明渠、放水塔施工等，这些工序的施工面较小，较为容易受到场地和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因此
在实践中需要对各工序的施工进度进行妥善安排，为度汛的安全性提供可靠保障。其中生活区、钢筋以及模板
加工厂选择在施工区域的空地上进行布设。另由于在该项目建设期间使用的绝大多数是商品混凝土，施工期间
仅在施工现场进行砌筑砂浆和抹面砂浆的拌制工作，所以根据水源建筑物和净水厂建筑物布置，本工程施工场
地临时施工区采用了以下设置方式：布设砂石材料堆放场、机械设备停放厂、钢筋和钢模木材加工厂。施工临
时设施分两个区域布置：1#施工区位于五村水库坝顶，2#位于净水厂进厂道路旁。新建临时施工道路总长为
2.10km，路面宽为3m，为泥结石路面。

（四）施工期安全措施应用
在开展工程建设过程中应严格根据相关施工标准、规范流程进行，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在开展高空、

爆破以及吊装等具有危险性的施工项目时，需要专门安排人员在施工现场做好安全管理工作，保证规范操作规
程以及安全措施得到充分落实；参与项目施工的相关单位要严格根据国家相关规范标准选用适宜的施工机械设
备和工具，优先使用低噪声机械设备及工艺，从根源上实现噪声源的控制。在实际建设中还需要做好设备的
维护以及保养工作，使机械能够长期保持润滑，实现对其运行过程中噪声的有效控制。在施工中对于空压机及
其他一些振动相对较大的机械设备，应通过使用减振机座来实现对其噪声的有效控制。施工人员在高噪声环境
中施工时，应戴好耳塞、耳罩等防护设备；施工期间所使用爆破材料的运输及存储，应严格根据相关规范标准
进行。与此同时，还应该做好爆破效应的核定工作。对于瞎炮，应该对其诱因进行准确分析，同时采用合理方
法对其进行处理。禁止在夜间进行爆破，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也应该避免在昼间放大炮，根据施工期相关安全要
求，在施工集中的区域应该设置围墙，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

（五）施工期节能措施应用
该供水项目整个施工过程对能源的消耗量非常大，主要包括电能、柴油及汽油等。施工期间，工程量相对

较大的土石方开挖、混凝土浇筑及相关辅助施工项目是耗能较大的关键项目。此种情况下，在施工组织节能设
计的过程中，应选择经济高效的施工方案，并将该方案充分贯彻和落实到施工全过程中，实现施工材料、施工

设备、工艺等的全面优化，以此来降低工程造价，这对于保障施工企业综合效益来说意义重大。

为保障工程施工质量的同时加快施工进度，在施工期间会经常使用各种机械设备，所以施工机械的选择

是实现节能降耗的关键。在设备选择方面，主要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机械选择设计导则》（DL/TS 133—

2001）和《水电水利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手册》为依据，并结合项目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在加快施工开展进

度的同时，提高施工质量，最终选用节能型施工设备及其他节能型配套设备。

在进行施工方案和施工进度设计的过程中，以国内水电工程相关的成熟经验作为参考，并且根据该项目具

体的地质情况、枢纽布置格局及现有的施工条件对项目设计工艺流程进行逐步完善，减少其中的装卸及操作环

节，避免二次倒运，对运输距离进行合理化控制，促使施工机械设备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现能耗节约。

辅助生产系统主要涵盖加工系统、供风系统、供电系统、供水系统等。为实现节能降耗目标，在建设中应

加强砂石加工与混凝土拌和系统的应用，结合施工实际需求进行该系统的布置，缩短其与施工作业现场之间的

距离，采用此种设计方式有利于减少水泥及成品料运输的距离。坚持集中化布置原则，缩短与施工用风工作面

之间距离，实现损耗的有效控制。在进行设备选型工作时，通过结合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考量，将分别进行固定

式及移动式空压机的配置。施工过程中的生活用水拟采用村屯管网进行引接，生产过程中的用水水源主要来自

河道，河道的水质相对较好，在不处理的情况下也可以有效满足生产用水需求。通过对过滤及沉淀等工程的进

一步优化，实现工程量的缩减。供电系统优先使用永临结合方式，在选择供电变压器及电器设备过程中，坚持

节能原则，通过此种方式提升对电能损耗和电压损失的控制效果，以保证所选导线材料的适宜性，加强对导线

截面的控制，实现线损率的降低。

（六）村镇供水工程运营管理措施

由人工在中控室现场使用控制单元发出命令，通过现场控制单元控制水厂各系统运行。正常情况下，主要

以中控室控制为主，只有在检修或应急情况下，才由运行人员在现场进行操作。当水厂实现“无人值班，少人

值守”时，可直接由调度中心进行操作控制，前两种方式作为后备。水源与取水管理主要分为取水泵站管理、

取水塔管理两种。取水泵房配置1套以高性能PLC为核心的控制单元，实现取水泵房水泵自动化监控、取水口水

位、压力信号采集等，取水塔配置1套高性能PLC控制单元，实现取水塔工作闸门的控制，水库水质、水位信号

采集等。该控制单元可自动根据清水池水位调节水泵机组的运行台数及电动阀门的启闭，包括真空泵自动引水

及泵房内排水泵的自动开停。两者都可实现监控巡视，实行无人值守。

加药管理工作中，须在水厂PAC控制单元配置1套高性能PLC控制单元，实现隔膜计量泵、自动投矶装置、

管路阀组的自动化监控和投矶量、全厂浊度信号采集等。PAC智能絮凝剂（聚合氯化铝智能絮凝剂）投加装

置，将根据原水浊度自动投加絮凝剂溶液并根据系统设置进行配药输液，在沉淀池对浊度进行进一步调整后，

最终以清水池的浊度为反馈调节量，实现加药量的自动调整，并根据运行经验确定最佳投加量来进行人工二次

精调。

在污泥处理系统的运营管理工作中，配置1套高性能PLC控制单元，实现搅拌泵、排泥泵、排水泵及管路阀

组的自动化监控和污泥池料位信号采集。配备PAM智能聚凝剂投加装置，自动投入高分子混凝剂溶液并根据系

统设置进行配药输液。排泥池、排水池的水泵根据其设置好的液位限值自动启闭，无须人为操作，完成污泥水

的处理且回用排水池的水至絮凝池。脱水车间的叠螺式脱水机、污泥螺杆泵的自动化监控及控制未接入中控系

统，届时若需污水脱水运输，安排运输车辆至叠螺脱水机排口，人工操作脱水排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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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村镇供水标准服务

1.日常预警

各水厂、泵站、水质化验室、运营管理部门、营业管理部门、管网管理部门等负责供水系统运行的监测和
预警工作。主要职责一是建立供水水质监管体系和化验网络，对化验信息进行汇总分析；二是对供水系统运行
状况资料进行收集、汇总和分析并做出报告。

2.应急预案

村镇供水企业应结合本单位供水设施的特点，制定供水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并定期进
行培训和演练，应急演练每年不少于一次。当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外界因素影响正常供水服务时，村镇供水
企业应在控制事态发展的同时，及时请求上级主管部门协同相应管理部门一同应对突发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
尽快恢复居民正常供水。发生突发事故时村镇供水企业应在1h内上报上级部门同时组织抢修、告知客户。停水
超过24h时，应当根据应急预案采取措施向居民供水。

三、结语

本文主要以上林县城乡一体化供水网项目为例，对村镇供水工程建设和运用管理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发现
当前村镇供水工程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就工程设施老化、水源污染、智能化建设水平较低以及管理机制
不完善等几个问题作出了细化分析，并结合实际项目建设，提出村镇供水工程施工和管理方案，为解决村镇供
水工程建设和管理问题、提高村镇供水工程建造水平提供可靠支持。通过一系列举措的落实，上林县城乡一体
化供水网项目获得了较为优异的建设成果。

乡村振兴的实现要秉承绿色发展原则，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保障，农村污水生态化
治理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的其中一环，需要相关部门探索协同治理策略。在治理实践当中，管理部门要精准
识别影响治理工作质量的关键因素，寻找治理工作方向，充分发挥各主体职能作用，形成多元协同污水治理工
作格局。

一、农村环境协同治理关键因素分析

（一）治理法制环境
当前，农村生态环境的整治和法制宣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要依据，政策文件当中包含

“林长制”、噪声污染防治等方面内容，部分区域环境治理可参考的政策文件相对零散，针对农村环境治理问
题的解读不够全面，出台环境治理文件时，大多是简单地将上级要求本土化，治理方式有待优化。

多元协同视觉下的农村污水治理研究
文＿许开语（广西青秀北投环保水务有限公司，营管中心副经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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