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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江西省“十四五”农村供水保障规划目标任务年度分

解表》（赣农水农办字〔2022〕6 号），南昌市水利局通过市级

专项资金设立农村供水保障项目，用于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实

施，2022年南昌市农村供水保障工程项目涉及南昌县农村供水保

障工程、新建区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进贤县农村供水保障工程三

个子项目建设，共计资金 965.00万元。

二、评价结论

2022年水利发展专项-农村供水保障项目实施效益一般，各县

（区）水利局基本按照年初工作要求开展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

推进省级规定的供水保障人群覆盖任务。但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未能如期完工、资金支出进度慢、农户使用

率较低、管护不到位等问题。

根据《2022年水利发展专项—农村供水保障项目绩效评价指

标评分表》，该项目最终评价结果为“72.34”分，依据财政绩效

评价等级划分，本项目绩效评价等级为“中”。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为完成《江西省“十四五”农村供水保障规划》目标任务，

2022年，市水利局通过市级资金补助激励县（区）做好农村供水

保障工作，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经评价，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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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审核不严谨，补助模式不合理。

1.部门前期审核不严，方案与施工不符。

根据《江西省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建设管理实施细则》（赣发

改农经字〔2009〕2248号）第十四条“设区市应负责对各县（区）

上报的实施方案审核、汇总”，实际工作中市水利局未对各县（区）

上报的实施方案进行严格审核，出现部分县（区）方案存在与实

施内容不符的情况，如：南昌县上报的《南昌县 2022年省级农村

饮水安全维修养护工程—实施方案》中描述项目主要内容为对全

县供水水厂进行安全维护养护工作，但项目实际实施内容为泾口

乡后房村、塘南镇五六堤杨闵段建设。

2.补助模式激励性差，部门过程监管不力。

一是补助模式激励性差，部分子项目立项偏晚。根据《江西

省省级水利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赣财农〔2016〕

26号）第九条“水利发展专项资金补助项目应积极探索采用先建

后补、以奖代补等方式组织开展建设”，实际市水利局未要求各

县（区）做好 2022年农村供水保障项目立项申请工作，便采用先

补后建的方式开展项目建设工作，出现项目单位未做好立项准备，

便先申报资金，导致立项时间晚于资金拨付时间补助模式激励性

不强，具体为：南昌县获得发改部门批复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9

日、进贤县获得发改部门批复时间为 2022年 9月 22日，均晚于

市级资金下达时间 2022年 9月 20日。

二是主管部门过程监管不力，项目开工不及时。2022年 7月，

因南昌县、进贤县农村供水保障项目未按时实施，市水利局被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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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厅通报，要求加快项目实施进度。7月 26日，市水利局下发

市级督查通报，要求南昌县和进贤县加快项目实施，但在后续过

程中，市水利局未加强跟踪监管，及时掌握项目实施进度情况，

南昌县、进贤县、新建区三地开工仍延迟较长时间，其中：南昌

县农村供水保障项目计划开工时间为 2022 年 7 月，实际于 2023

年 2月 1日开工；新建区农村供水保障项目计划开工时间为 2022

年 5月，实际于 2022年 9月开工；进贤县农村供水保障项目计划

开工时间为 2022年 8月份，实际于 2022年 11月 23日开工。

三是项目未按时完工，导致资金沉淀。根据洪财农指〔2022〕

67号文件要求，各县（区）应在 2022年 12月完成建设任务。实

际上，各子项目均未在年度内完成建设任务，其中：受立项不及

时的影响，南昌县农村供水保障项目 2023年 2月 28日才完工，

延期 2个月完成；受三清路建设和汛期影响，新建区农村供水保

障项目中应完成的生米水厂至金燕温泉城管网工程和牌楼至海昏

侯主管网工程建设任务截至评价日 2023年 10月暂未实施；受立

项不及时等因素影响，进贤县农村供水保障项目截至评价日 2023

年 10月尚在建设阶段。

由于各子项目均未在 2022年度内完成，资金支出为 0万元，

导致项目资金未及时发挥效益。截至评价日 2023年 10月，项目

预算执行率只有 22.62%，其中：新建区和进贤县项目资金未支出，

主要因项目未按时开展，补助资金被当地财政统筹，2023年度受

地方财力影响，未能按时拨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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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效益不显著，预期成效难达成。

根据《江西省“十四五”农村供水保障规划》要求，农村供

水保障项目实施最终目标为实现自来水入户，让群众用上安全放

心的自来水。评价发现新建设管网延伸覆盖地区群众使用意愿不

强，自来水开通率、使用率低，项目效益不显著，预期目标难实

现。具体表现为：

一是开通率低。受省内农村“空心化”影响，农村自来水整

体开通率低，如：2022 年新建区管网铺设涉及自然村点 1727 个

约 113300户，2022年实际开户 11859户，开通用水率仅为 10.47%；

经现场调研走访进贤县和南昌县供水管网覆盖村庄，多数农户未

去水厂开通用水，开通率较低；此外进贤县开通率较低也受当地

装表收费偏高因素的影响，进贤县装表（机械表）单价 2300 元/

台，远高于新建区和南昌县装表（电子表）1200 元/台、600 元/

台价格。

二是用水量低。现场调研，常年在家村民水表数值显示其用

水量较少，主要原因是村民日常生活中洗衣、清洁等需水量大的

活动仍习惯以其他免费水源为主，多数居民仅将水管接入厨房，

未实现全屋自来水管网铺设，开通自来水仅为餐厨之用。

三是满意度不高。满意度结果统计显示，综合满意度为

81.94%，群众总体满意度较低，其中，部分调研对象对供水水质

情况、供水水压等方面表示不满意，如：南昌县泾口乡后房村、

塘南镇五六堤杨闵段用户反映消毒剂味道过重，进贤县御驾垅村

村民反映村庄水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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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设施有破损，后续管护不到位。

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的指导

意见》（赣府发〔2020〕10号）第 8条“供水单位要全面落实工

程运行管护责任，落实人员做好水源巡查、工程运行管理、水质

检测、水费计收和设施维修养护，供水水质、水量和水压符合国

家规定标准”。现场调研发现存在部分设施破损、管护不到位的

情况。具体如下：

一是施工不规范。农村供水保障项目建设内容包含：地下供

水管网铺设、检修井、阀门井等。经现场核查，部分地区存在施

工不规范情况，如：新建区石埠镇青山村一处供水井盖被道路施

工方替换为雨水井盖、检修井中碎渣较多，新建区松湖镇双垣村

部分村庄管道存在水管裸露，南昌县泾口乡后房村和塘南镇五六

堤杨闵段部分入户水管裸露。

二是管护不到位。部分地区对供水管网管护不到位，如：1、

维护记录不完整且杂乱，新建润泉供水有限公司石埠客服部部分

维修记录缺少接到故障反应时间、维修完成时间和维修工单编号

等记录，部分现场维修记录照片杂乱；2、部分区域维修不及时，

新建区西山镇梓塘村胡家新村出现水管破裂漏水未能及时维修，

对群众用水造成一定影响；3、停水处置不及时，进贤县御驾垅村

村民反映存在几次村庄自来水停水，村委会向水厂反映后，未在

当日及时解决，影响其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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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关建议

（一）强化项目审核，优化补助模式。

1.加强前期审核，优化实施计划。

市水利局作为项目主管单位，应按要求做好各县（区）实施

方案和工程建设计划的审核工作。在项目实施前期，市水利局应

提前谋划，要求各县（区）水利部门做好农村供水保障项目立项、

规划、实施方案编制等工作，明确项目计划，强化前期审核，提

升各县（区）实施计划的可操作性。

2.创新补助模式，提升监管水平。

一是创新补助模式。建议市水利局创新项目补助方式，一方

面针对此类项目探索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进行项目补助，待

项目建成后，项目实施单位将“项目建设单位凭招投标（或邀标）

文件、建设合同、工程结算（或决算）单、水质化验报告、税务

发票等文件”提交市水利局审核通过后，再按照文件标准进行补

助，提高项目的执行效率，并增强县（区）工作积极性。另一方

面针对目前农村地区自来水装表率、通水率、使用率低的情况，

探索采用自来水开通补贴、自来水用水水价补贴、全屋安装补贴

等多重补助模式，加强对农户用水的补助，培养农户用水习惯，

提升农村用水安全性，减轻农户用水经济负担，提高自来水使用

率，加快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让群众用上安全放心自来水的目

标。

二是加强过程监管，强化绩效管理。在项目实施中，市水利

局及各县（区）水利局应加强过程监督，市水利局作为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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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做好项目实施进度监管，结合省级通报情况和调研情况，督促

施工缓慢的县（区）水利局加快施工进度，必要时调整资金安排。

各县（区）水利局作为具体实施单位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与实施

规划进行动态评估和改进，确保按期完成项目实施。同时，市县

（区）水利局应运用好绩效监控手段，在实施过程中将绩效监控

作为抓手，掌握项目实施进度，提升监管能力。

（二）提升服务水平，提高用户使用率。

良好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是吸引农户使用自来水的关键。一方

面，各有关部门特别是运营公司应加强入户宣传工作，通过入户

调研、组织座谈等方式与用户进行面对面地交流，了解用户的需

求和问题，听取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供水服务；另一方面，通

过发放宣传单、宣传册、海报等方式，向用户介绍供水服务情况，

包括水质、水压、维修等方面的情况，让群众了解自来水的安全

性和使用便利，吸引群众安装；同时加强对自来水厂的管理，做

好出水水质检测和水压管理，提升农户使用体验感。

（三）落实管护责任，加强管护工作。

为更好保障供水管网后续的良好使用，各部门应进一步落实

管护责任。

一是强化日常管理。在日常管理中，各县（区）水利局应督

促运营公司明确管护责任人的职责和权利，完善管护制度，并保

障维护热线畅通；各公司维修部门应加强管网的巡查和维护工作，

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管网运行的安全和稳定。

二是加强部门联动。运营公司应加强与城管部门、乡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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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村委会的合作，利用其网格化管理的优势，加强了管网的维护

和管理工作。

三是创新管护方式。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引入先进的技术手段，

如无人机巡查、智能化监测等手段，提高管网管护的效率和水平。

四是完善反馈机制。供水公司还应加强与用户的沟通和协调，

及时了解用户需求和反馈，提高管网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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