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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饮用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党中央、国务院对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高度重视，胡

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多次做出重要批示。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加大了城乡饮用水安全

保障工作的力度，采取了一系列工程和管理措施，解决了一些城乡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

但是，饮用水安全形势仍十分严峻，不少地区水源短缺，有的城市饮用水水源污染加重，

一些农村地区饮用水存在苦咸或含有高氟、高砷及血吸虫病原体等问题，对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为进一步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保障饮用水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饮用水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切实做好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

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把以人为本真正落到实处的一项紧迫任务。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执政为民的高度，充分认识保障饮用水

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建立领导责任制，切实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加大工

作力度，共同做好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 

    二、认真组织规划编制工作 

  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城乡统筹、合理布局、防治并重、综合治理、因地制宜、突出

重点的原则，尽快组织编制全国城乡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进一步明确我国饮用水安全保

障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通过合理保护和配置水资源、大力防治水污染、开展城乡供

水工程建设、建立合理水价形成机制、推行节约用水和加强监督管理等措施，优先满足饮

用水需求，确保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各地区要根据规划编制的统一部署和要求，认真研

究解决本地区饮用水安全问题，结合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和任务，并纳入本地区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 

    三、加强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以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为重点，进一步加大水资源保护和水

污染防治工作力度。要依法严格实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合理确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严格禁止破坏涵养林和水资源保护设施的行为，因地制宜地进行水源安全防护、生态修复

和水源涵养等工程建设。要大力治理污染，严格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严厉打击违法

排污行为，积极推进循环经济，加快推行清洁生产。各地区要结合实际，定期开展对集中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检查，对查出的问题要进行专项整治并挂牌督办。对违法违规建设的

项目，要责令停建并限期治理整顿或拆除；对排污超标的企业和单位，要责令限期达标排

放或搬迁。要积极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指导农户合理施用化肥、农药，严禁使用高毒、

高残留农药，推广水产生态养殖，推进畜禽粪便和农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利用。 

    四、加大农村饮用水工程建设力度 

  进一步加大解决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的工作力度，采取集中供水、分质供水、分散供

水以及农村卫生环境整治等工程措施，重点解决高氟、高砷、苦咸和污染水以及严重缺水

地区的饮用水安全问题。中央继续安排农村饮用水工程建设投资，对中西部地区重点扶持。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筹措资金，加大投入力度。东部较发达地区要率先解决农村饮用

水安全问题，有条件的地方尽早实现城乡统筹区域供水。要强化农村饮用水工程项目管理，

切实做好前期工作，并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建设程序实施。要建立良性循环的供水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确保工程项目充分发挥效益。 

    五、加快城市供水设施建设和改造 

  各地区要加快城市供水设施的建设和技术改造，提高供水能力，扩大供水范围。要按

照多库串连、水系联网、地表水与地下水联调、优化配置水资源的原则，加快城市供水水

源的建设，提高城市供水安全的保障水平。凡饮用水水源水质不符合标准的，应当提出强

制性的技术措施，制订水厂技术改造规划，采用先进适用技术，改进水处理工艺。要把城

市供水管网改造作为重点，优先改造漏损严重和对供水安全影响较大的管网，改善供水水

质。各地区要加快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加强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管理，逐步实现污水

深度处理，不断提高再生水利用率。 

    六、加强饮用水安全监督管理 

  各地区要加强对饮用水水源、水厂供水和用水点的水质监测，对取水、制水、供水实

施全过程管理，及时掌握城乡饮用水水源环境、供水水质状况，并定期检查。对检查不合



格的供水单位，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并督促限期整改。各供水单位要建立以水

质为核心的质量管理体系，建立严格的取样、检测和化验制度，按国家有关标准和操作规

程检测供水水质，并完善检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报表制度。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尽快制定既

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饮用水水质国家标准，积极开展相关检测方法和

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七、建立储备体系和应急机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建立健全水资源战略储备体系，各大中城市要建立特枯年或

连续干旱年的供水安全储备，规划建设城市备用水源，制订特殊情况下的区域水资源配置

和供水联合调度方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水资源条件，制定城乡饮用水安全保障的

应急预案。要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建立技术、物资和人员保障系统，落实重大事件的值班、

报告、处理制度，形成有效的预警和应急救援机制。当原水、供水水质发生重大变化或供

水水量严重不足时，供水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报请当地人民政府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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