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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向新农村小型水利水电运行管理:以浙江省为例》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共16章，内容包括：小型农村饮用水工程，新农村河道生态堤岸模式，“十一五”
浙江省水电发展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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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到目前为止，这类工程70％还处于运行初期，设备故障及其他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还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员投入少、技术力量匮乏等先天不足将会逐渐成为可持续发展中难以
克服的障碍。
 （2）资金管理。
包括资金的来源、资金的使用情况和水价的自定。
 工程管理中资金的主要来源为政府补助和工程自己的收入，这些收入包括税费和各种捐助。
资金是工程能够顺利和长效运行的根本，农村饮水工程是农村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公益
性，虽收取一定的水费，但总体用量少，大部分资金来源于中央和省政府的补助经费。
资金主要用于水价不能按成本到位的水价补贴、管理机构的工作经费、水源地保护、水质监测等。
 成本核算是水费的制定和工程运行好坏的重要参照。
有些地区没有经过成本核算而导致正常的工程管护、维修经费不足，影响工程的长效运行。
 （3）日常维护。
包括日常设备维护和日常水质检测。
日常设备维护能将设备等的寿命最大化，供水成本中的一部分来自设备的折旧费，延长设备的寿命就
相当于降低了供水的成本。
日常水质检测则保证了农村居民饮用水的安全。
 （4）应急机制。
应急机制非常重要，如果一些突发情况（如发大水，有毒物质进入到供水管道中去，供水管道破裂等
）不能得到及时处理，往往会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所以，每个地方（或几处）必须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来专门处理这些突发事件，以便能够在突发事
件来临之时将损失降到最低。
 2.监测机制 监测机制包括水源监测、成本核算和饮用水监测。
 （1）水源监测。
浙江省农村饮用水工程水源类型主要有水库水、江河水、山坑山塘水、地下水等。
通过对缺水情况的调查，发现造成缺水的主要原因为水质型缺水和工程型缺水。
水质型缺水是指水源供水能力低或水污染严重等造成水资源紧缺，工程型缺水则是指对水源的开发不
够、供水过程中的水损失严重和居民饮用水或工业用水之间的比例不科学等引起的水供应不足。
图5.1所示是浙江省各个地区的水源类型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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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新农村小型水利水电运行管理:以浙江省为例》编辑推荐：我国小型农村饮用水工程运行特点，
把管理从对物的管理转变为对人的行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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