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海口市龙华区农村供水工程专业化管理委托运营项目

（二）采购预算：2965160.00 元

（三）项目实施地点：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龙桥镇、龙泉镇、遵谭镇和新坡镇

（四）项目完成时间（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五）验收方式：由采购人组织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验收

二、项目概述

（一）主要对全区 168 个农村供水工程进行专业化管理，包括水塔、水池、

机井、泵房、净水设备、消毒设备、供水管道等供水设施设备的运营管理；水塔、

泵房、机井等设施周边 20 米内卫生的管理；对管理范围内的所有供水水质进行

检测，确保水质达到国家卫生饮用水标准。

三、服务需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按照构建

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以提高农村供水质量、改善农村饮

用水条件、保障农村饮水安全、促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为目标，建立科学合理和高

效稳定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营、服务、监管体系。

（二）、工作原则

1.政府主导。强化政府责任，落实农村饮水“三个责任”， 加强组织领导，

调动各方积极性，综合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工作。

2.权责一致。明晰所有权，界定管理权，落实管理的主体和责任。

3.突出重点。重点解决落实管理主体、管理责任和管理经费等问题。

4.因地制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和工程特点制定管理方案，不搞“一刀切”，

积极探索社会化和专业化等多种管理模式，建立科学、合理和高效稳定的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运营、服务、监管体系。

（三）、工作目标

为保障我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运行，实现“专业人做专业事”，制定制

度健全、管理规范的运行机制，扭转我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设施管理不到位的被



动局面，实现每宗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设施有人管、有钱修、长效益，进一步提高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保证率和水质达标率，确保群众饮用水安全。

（四）、管理范围

管理范围为我区行政区域内的各类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设施，含集体投资及私

人投资兴建用于群众公共用水安全保障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主要包括:水塔、

水池、机井、泵房、净水设备、消毒设备、供水管道等供水设施设备的运营管理；

水塔、泵房、机井等设施周边 20 米内卫生的管理；对管理范围内的所有供水水

质进行检测。

（五）、管理内容

1.水塔的运行管理。

（1）每年分 2 次（上半年和下半年各 1 次）对水塔水箱进行清洗和消毒。

（2）每月分 2 次对水塔周围 20 米内卫生进行清理，保持干净。

（3）建立水塔管理档案，详细记录水塔建设位置、年限、结构、高度、水

箱容积、大修理、更新、突发事故处理及其他与水塔有关设施设备等情况。

2.深水井的运行管理。

（1）每月分 2 次对机井周围 20 米内卫生进行清理，保

持干净。

每年分 2 次（上半年和下半年各 1 次）对正常使用的机井进行清洗和消毒；

维修机井在投入使用前消毒 1次。

如其他原因造成机井，机井停用期间，每隔 15 天进行一次维理性抽水，每

次抽水时间 2~4 小时，确保机井正常使用。

每年对机井测量 1 次静水位、动水位和出水量情况，并对水质进行检测，

确保水质达标。

每年一次对机井设备进行刷漆养护。

（6）建立机井管理档案，详细记录机井建设位置、深度、静水位、动水位、

出水量、水泵位置、水泵有关参数、机电设备大修理、更新、突发事故处理以及

与机井有关设施设备相关系数等情况。

3.泵房的运行管理。



（1）每月分 2 次对泵房周围 20 米内卫生进行清理，每月分 4 次对泵房

内卫生进行清理，保持干净；

（2）对泵房内及外墙用电设施设备、相关饮水管理制度牌等设施设备进行

整理，确保泵房内外设施设备及有关制度牌悬挂整齐、规范；

（3）对泵房内用电设备进行刷漆养护，确保正常运行；

（4）建立泵房管理档案，详细记录泵房建设位置、结构尺寸参 数、设施设

备大修理、更新、突发事故处理及与泵房有关设 施设备相关系数等情况。

4.净水设备的运行管理。

（1）当深水井水质出现浑浊时需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增设净水过滤罐，便

于把浑浊度较高的水通过该设备进行过滤。这样有效截留除去水中的悬浮物、有

机物、胶质颗粒、微生物、氯、嗅味及部分重金属离子等，最终达到降低水浑浊

度、净化水质效果，从而使水质达到饮用水标准；

（2）加强净水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净水过滤罐）的日常管理，每年分 2次

对净水过滤罐进行清洗和消毒，特别是过滤罐长期停运后，重新开启时，要对滤

料进行约 5~30 分钟的正洗，冲洗至出水清澈为止。另外过滤罐初次运行或长期

停运后再运行时，应对设备进行排气，同时设备反洗时应控制好反冲洗强度，确

保清洗干净；

（3）建立净水设备管理档案，详细记录净水设备安装年限、材质及有关参

数、大修理、更新、突发事故处理及与净水设备有关设施设备相关系数等情况。

5.消毒设备的运行管理。

（1）每年分 2次（上半年和下半年各 1次）对消毒设备（包含但不限于次

氯酸钠投加器）进行清洗和消毒；

次氯酸钠投加器开机前，检查次氯酸钠溶液出口阀门是否打开；

次氯酸钠投加器运行时应及时检查投药桶里是否有次氯酸钠溶液，投药管是

否与上水管连接；

短时间停机检修时，需先关闭总电源开关，直至次氯酸钠投加器上的电源指

示灯熄灭。根据检修对象及步骤确定切断次氯酸钠溶液的供应；

（5）次氯酸钠的投加量与原水水质有关，当仅用作消毒时，一般投加

0.2~1.0 毫克/升；当兼用作氧化时，一般投加 0.5~1.5 毫克/升；投加量必须保

证管网末梢能有 0.05 毫克/升的余氯或不小于 0.02 毫克/升的二氧化氯余量；



（6）次氯酸钠溶液的制备及原料储存，应有防毒、防火、 防爆等安全措施；

（7）建立消毒设备管理档案，详细记录安装年限、材质及有关参数、消毒

设备大修理、更新、突发事故处理及有关设施设备相关系数等情况。

6.供水管道的运行管理。

（1）为确保农村饮用水的水质质量，对负责范围内 DN50 以上的输水管道每

年进行一次定期排放、冲洗的管理工作，确保水质清澈、卫生和合格；

（2）为确保负责范围内供水管道的正常运行，须不定时（以村为单位，每

月不少于 2次）的对供水管道进行巡检，发现供水管道有漏或是损坏及时上报相

关部门快捷维修、维护，保障供水管道正常运行，从而减少漏损，提高供水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3）建立供水管道管理档案，详细记录供水管道建设年限、材质及有关参

数、大修理、更新、突发事故处理及有关设施设备相关系数等情况。

7.负责农村饮水管理台账的建立，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8.配合各镇开展龙华区农村饮水安全情况摸底调查工作，加强做好水源地的

保护和管理工作，禁止一切影响水质安全的行为，确保水源安全。

9.配合解决群众、12345 平台及有关媒体反映的有关供水问题。

（六）、管理模式

采取政府购买方式，由区水务局委托第三方管理机构进行专业化管理。建立

健全区级农村供水管理服务、加强供水水质保障措施、加强卫生管理、增强管理

人员的业务能力培训、加强工程运营管理经费保障机制，确保工程长效运营，实

现水塔、水井、供水管道、泵房设施设备、净水消毒设备正常运行，水质符合国

家卫生饮用水标准。

（七）、设施设备维修管理工作

第三方管理运营机构在管理过程中，如发现设备、设施损坏等问题需要维修

或更换时，采取应急保障措施优先保障群众用水，并第一时间上报属地镇政府，

由当地镇政府及水务部门派员核查落实后申请财政资金解决。维修费用 10 万元

以下的由属地镇政府负责维修或更换，维修或更换费用 10 万以上的由水务部门

负责维修或更换。

（八）、资金来源



1.委托运营管理费用列入年度政府财政预算。供水工程运营管理费由水塔、

深机井、泵房、净水设备、消毒设备、供水管道运行管理费及油漆费、消毒药剂

费等部分组成。

2.支付方式：根据区财政局下达资金情况，区水务局按季度进行考核支付。

（九）、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为确保我区农村饮水安全标准化管理工作有计划、有步骤

地顺利实施，使农村饮水工程建设达到“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益”的预期目标，

区财政、区卫健、区水务、各镇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协调和处理有关工作，及时

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监督，助力推进我区加快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2.强化经费保障。将农村供水工程专业化管理委托运营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

算，加强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确保我区农村供水

工程专业化管理顺利推进。

3.强化工作考核。采取按月考核和季度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对管理情况进行

绩效考核，将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成果作为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重点考核

管理人员业务技能、设备运行、水质检测、卫生状况、资料完善、群众满意度等

多项综合指标。并根据考核结果，进行通报，鼓励和引导提升服务质量。

4.加强总结宣传。及时总结我区开展农村供水工程专业化管理工作的经验，

做法。通过组织观摩、报刊、新媒体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推广，发挥辐射带动效

应。充分利用广播、报纸、互联网、手册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及

水质保护等常识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培训管理人员业务技能、设备运行维护、水

质检测等综合管理能力，提高管理人员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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