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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优惠政策执行情况

调 研 报 告

农村饮水安全工作是关系广大农牧民切身利益的民生

工程，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不断加大了对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建设资金的支持力度，先后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进一步

促进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为全面掌握各项政策的执行情

况，了解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难点问题，根据自治区水利厅

改水办《关于报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优惠政策执行情况调研

报告的函》要求，我办组织各县（市）农村饮水安全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及相关人员，对我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各项

优惠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情况进行了逐条对照检查，并形成此

调研报告。

一、总体情况

我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经历了起步、改水防病、饮水

解困和饮水安全四个大规模建设阶段，特别是从 1995 年以

来，在国家、自治区的大力支持和正确领导下，和田地委、

行署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大力组织实施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并将此工作列入地委、行署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

按照“先急后缓、先重后轻、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工作

要求，经过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农村饮水安全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到 2012 年底，全地区共建成农村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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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安全工程 115 个（部分小水厂合并），受益人口达 134.26

万人，占规划内农村总人口的 85.08%。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的

统一部署，2015 年底前（“十二五”期间）我地区将基本解决

剩余人口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二、优惠政策

建国以来国家、自治区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尤

其是近几年来加大了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资金支持力

度，同时出台了立项、工程建设用地、用电和税收等方面的

优惠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进一步促进了农村饮水工作。

（一）立项优惠政策。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2009 年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发〔2009〕

1 号）出台以来，我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项目资金都

由国家和自治区专项资金给予解决。自国家发展改革委、水

利部《关于改进中央补助地方小型水利项目投资管理方式的

通知》（发改农经〔2009〕1981 号）出台以来，我地区农村

饮水安全项目将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合并为项目实施方

案进行设计和施工。

（二）用电优惠政策。自 1997 年和田行署《关于我地区

改水工程抽水用电按农业灌溉用电价格收费的通知》（和行

办〔1997〕24 号）出台以来，我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抽水

用电均按照农业灌溉用电价格 0.26 元／度收费。今后，根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适当调整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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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价格〔2011〕1101 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农村水厂

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新政办函〔2000〕133 号）、《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饮水工程管理办法》（144 号主席令）、

地区发改委《关于调整和田地区销售电价的通知》（和发改

物价〔2008〕61 号）要求，继承和巩固“地区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抽水用电按农业灌溉用电价格收费”的优惠政策。

（三）用地优惠政策。自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农村水

厂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新政办函〔2000〕133 号）出台

以来，我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用地，经依法批准，实

行无偿划拨。今后，根据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关于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建设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

〔2012〕10 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饮水工程管理办

法》（144 号主席令）、和田行署《关于转发“和田地区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和行办发〔2008〕43

号）要求，继承和巩固“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用地经依法

批准，实行无偿划拨”的优惠政策。

（四）税收优惠政策。自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农村水

厂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新政办函〔2000〕133 号）出台

以来，我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应天然水，国税局予以免

税、地税局免营业税、工商局免收登记注册费和管理费。今

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建设运营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0 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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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和巩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应天然水，国税局予以免

税、地税局免营业税、工商局免收登记注册费和管理费”的

优惠政策。

（五）水价优惠政策。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

自治区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意见》（新政办发〔2012〕129 号），

农村公共供水工程按不高于城市供水价格水平核定，成本不

足部分由当地财政补贴。对于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村自来水厂

由自治区财政给予用电费用补贴（具体补贴办法另行规定）。

由于我地区是国家级贫困地区，地、县财政无能力给予农村

供水工程补助；自治区财政用电费用补贴尚未落实。

三、存在问题

（一）项目投资标准偏低。目前，核定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人均投资较低。批准项目在我地区平原区基本可以完成，

但在偏远、山区、人高水低、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工程实

施难度大，工程费用增加。另外，近几年原材料价格的不断

上涨，导致人均投资额增加。按现在标准只能建设标准比较

低的供水设施，影响工程效益的发挥。

（二）自来水入户率较低。由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中，国家资金只负责到巷管，入户的费用需由受益农民自筹

解决。据统计，目前我地区农村自来水入户率为 77.19%，影

响了农村饮水安全项目资金充分发挥效益。

（三）农村供水水价不到位。目前，我地区农村饮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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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工程供水价格与成本水价严重倒挂，致使供水单位亏损严

重。

（四）供水管理队伍不稳定。人员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与

饮水安全工程良性运行的需要还有较大的差距。存在农村供水

管理机构人员编制不足、工作经费不落实、队伍不稳定等诸多

问题。

四、意见建议

（一）提高投资标准。由于今后实施工程多为偏远山区、

人口分散区，建议国家、自治区继续加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建设支持力度，在现有投资基础上提高人均投资标准，确保

我地区顺利完成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任务。

（二）给予电价补助。按照《关于推进自治区水价综合改

革的实施意见》（新政办发〔2012〕129号），对于偏远贫困

地区的农村自来水厂由自治区财政给予用电费用补贴，建议自

治区尽快出台具体补贴办法，对和田地区予以重点补助。

（三）健全考评制度。建议自治区制订供水工程规范化

管理考核办法，实行水厂标准化管理，从水厂经营、制度制

定、财务状况、服务措施、水质检测与监测等方面进行考核

评比。自治区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实行以奖代补。

（四）加强队伍建设。建议国家、自治区将供水站管理

人员多安排一些公益性岗位，并纳入财政供给范围，切实解

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加大农村饮水安全项目管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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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重点是项目前期、资金管理、技术服务及项目建成后

的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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