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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饮水设施建设

  确保村民饮水安全

杨雪冰  刘玉璋

农村饮水安全，事关农村居民的

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是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基础条件，也是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自 2005

年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农村饮水安全

工作启动以 来，区财政部门充分发挥

财政职能作用，出主意、想办法、筹资

金、增投入、强管理，截至目前，已完

成 6.5万人的安 全饮水工程建设，取

得了显著成效。

筹集资金  加大投入

为了确保农村饮 水安全建设有的

放矢，财政部门通过调查得知，全区农

村人有66.39万人饮 用水不安全，占总

人口 的 65.94% ，其中，饮 用氟超标水

的 2.23万人，饮用苦咸水的1.15万人，

饮 用污染严重、细菌超标水的 28.77万

人，其他饮水水质超标问题的 34.23万

人。特别是该区翟湾村因白河上游的工

业污染，受害尤其严重，癌症发病率高。

同时，开展了水厂选址等项目论证调查，

聘请了水利、环保等有关专家，从水质、

选址、线路、效益、费用五个方面进行

充分论证，力求达到最佳效果。

为了尽快解决农民饮水难问题，

区财政部门加 大了资金的筹集、投入

力度，为饮水工程建设提供了资金保

障。按照要求，区级 配套资金人均不

低于 50 元标准，并纳入区财政预算。

从 2007年起每年配套资金不低于 500

万元，并且每年都保持一定的增长幅

度。两年来，区本级 财政先后投入农

村饮 水安全工 程项目建设资金 889万

元。并通过努力，先后向上 级 财政部

门申报农村饮 水安 全项目 5个，争取

专项资金 138万元。

针对全区人畜“饮水难”的实际情

况，财政部门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

的导向和粘合作用，多层次、多渠道的

筹集资金。一方面建立了财政、银行、

集体、群众“四 位一体”的投资体 系，

采取多元化 投资组成方式，鼓励对农

村饮水工程投资。另一方面，实行饮

水安全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变“公”管

为“私”管，变“官”办为“民”办，谁建

设、谁管理、谁受益。鼓励 和支持区境

内外企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 组

织及个人采取不同方式参与饮水安全

工 程建设和管理；承包、租赁工 程使

用权，时间一般不低于 15年；新建的

小型饮水工程，投资者在 30 年内对

工 程享有管理使 用权；工 程到户管理

使用后，合同期限内管理者具有继承、

转让、转卖、转租 和转 包权；对购买

饮水工程使 用权的区境外人员，实行

“三免”，即免户口 迁移费、免子女上

学借读费、免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 累

工。同时，根据公 开、公正、公 平的原

则，由物价部门根据供水成本和 当地

实际 情况 核 定工 程 水价。目前，已建

成的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供水价格 统

一按每吨一元计价，群众普遍能够接

受。实现以 水兴水，以 水养水。

突出重点  分步实施

襄阳区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涉及

面 积 大，人口 多，13 个乡镇就有 11个

不同程度的存在。为此，采取了以点带

面、先急后缓、抓重点带一般的措施，

逐步推进。

翟湾村的水质污杂严重，受到了国

务院和省政府的重视。为此，把解决

翟湾村群众饮水难问题做 为全区饮水

工程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投入资金

102万元，从水厂选址到设备安装，始

终派专人全程参与，供 水工 程仅 用了

5个月时间就全部完成，比计划提前了

近一个月，一举解决了村里 1000 多户

3800 多人数十年饮水不安全、不卫生

的问题，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翟湾村饮 水问题解决后，又 从 全

区选择了 5 个重点镇派人驻 点、跟踪

服务，先后投入 800 多万元建水厂
，
经

过近两年的共同努力，确保了在规定

时间内完工，目前已向农户供应安全、

卫生用水。

强化管理  提高效率

一是对工 程建设实行报账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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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单位设立饮水安全资金专户，工

程建设资金实行报账制，即预付 少量

启动资金后，按照先干工程后付款的

原则，根据工 程 进度等情况分期报

账。对工 程规模、建设内容、工程量、

工程总投资及各分部投资、材料设备

价格、国家补助资金、地方配套资金

及群众自筹资金等进行公 示，增加 资

金管理和使用透明度，接受社会和群

众的监督。同时，还在工 程建设实施

过程中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

二是实行以 奖代补。即对工 程建

设质量好、资金使 用效益高、按时完

成项目建设、无挪用专项资金的给予

一定的奖励，奖励标准不低于上年补

助标准。近年来，区财政部门先后 拿

出26万多元，用于以 奖代补。

三是对项目 单位实行贴息贷款。

从 2007年开始，凡从事该区农村饮水

项目建设的单位 和个人，需要在金融

部门贷款的，经财政和相 关部门审核

后，报 经区政 府同意，其贷款利息一

律由财政 支付，大 大地激发了个人和

单位 参与农村饮 水工 程建设的积 极

性。

四 是强化工程管理，建立以 水养

水新机制。“三 分建，七分管”，工 程

能否持久发挥效益，关键在管理。为

了确保饮水工程正常运行，采取“谁建

设、谁所有、谁受益、谁管理”的原则，

对工程的所有权、管理权 和经营权明

确到人，实行有偿供水，成本收费，真

正做到了以 水养水，从而使 农村饮水

工程走上长期受益、良性循环的轨道。

对大口 水井工 程，实行国家补助及农

户自建、自有、自管、自用体制；对小

规模机井工程，实行联户或联村集资

兴办，产权归受益农户或出资人所有，

并在受益户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实行

自主管理；对规模较大的跨村机井工

程，推行 专群结合的合作办水体制，

由受益 村农民推选代表建立用水合

作组织，行使 所有者的权 利，组建专

门管理机构负责供水枢纽和骨干管网

部分，入村部分由受益农户自主管理。
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即在政

策允许范围内，把工程所有权和经营

权 分离，推向市场，实行承 包、租赁、
“拍卖”使 用权等办法进行管理，以此

提高管理效益。财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樊市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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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带农民致富

  特色产业促农民增收

汪恭礼

近年来，安徽 省宣城市宣州区以

工 业的理念发展农业，用产业集群的

理念谋划农业，扎实推进农业产业化

发展，全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势头

良好，农民收入增幅显著。

实施强龙工程  壮大龙头企业

宣州区设 立了 100 万元的农业产

业化 发展奖励 资金，以“扶优、扶 强、

扶 大”为原则，重点培植一批技术创

新能力强、产业关联度大、带动能力

强、有市场竞争力、与农户有紧密利益

关系的农产品 加 工 型农业 龙头企业。

重点培育做强畜禽、竹木加 工 和粮食

加 工 转化 三大产业集群，重点扶持农

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经济组

织、农产品 品 牌、标准化生产和农业

产业化主导产业。区政府每年组织召

开全区重点 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与涉农金融单位信贷对接 会，促进

金融部门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加

强联 系，扩大信 贷规模。政 策倾 斜、

金融扶持，进一步激发了农业产业化

企业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农

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

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梯队发展的格局

已明显显现。千万只优质肉鸡标准化

养殖示范小区建设、10 万只 樱桃谷 种

鸭场建设等一批 农业产业化 重点项目

正 在抓紧实施，为该区农业龙头企业

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目前，

全区已拥有区级 以 上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 87 家，其中市级以 上 36 家，省级

5家。如 博亚竹业产销两旺，产品 全部

出口，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并带动

全区竹材大幅增值。全区家禽养殖业

呈现出苗禽孵化、肉鸡土鸡生产、禽

类屠宰、饲料加工等集群化的发展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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