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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遂昌县坚持“起好步、开好局、谋好篇”

扎实推进单村水站改造提升试点

近年来，遂昌县始终以“千万工程”为引领，紧盯民生所需、

群众所盼，扎实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2023年 6月 27日，王

浩省长赴遂昌下访接访群众，针对农村供水工作，他鼓励遂昌走

在前列，努力成为全省单村水站改造提升试点，让广大山区农村

群众早日喝上优质的饮用水。试点工作启动以来，遂昌县以坚决

的态度、务实的作风、扎实的举措奋力推进单村水站改造提升先

行实践。

一、党政高位推动，“争分夺秒”抢抓机遇

1.书记县长亲自抓。王浩省长接访第二天，县委书记胡刚召

开专题会议，部署试点专项行动，推动单村水站改造提升。7月

26日，李锋县长在全省单村水站改造提升暨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推

进会上作了交流发言，及时分享了试点工作进展及主要举措。8

月 29日，遂昌县组织召开单村水站改造提升试点工作动员会，

县委书记胡刚强调全县要深刻把握这是一项必须扛起的政治任

务、必须答好的发展考题、必须完成的民心工程，县委副书记、

县长李锋主持会议，县政府与县建设局、县国投集团及各乡镇（街

道）签订了责任状。

2.分管领导带队学。坚持“走出去、沉下去”，7 月 13 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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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分管副县长带领县水利、县发展改革局、县财政局、县自然

资源与规划局、县卫生健康局、遂昌县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

专程到长兴县、安吉县、临安区等地学习考察农村供水工作，吸

收他们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拓展了解决问题的工作思路，为高质

量推进遂昌单村水站改造提升试点工作奠定基础。

3.领导小组全面推。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7

月 21日，遂昌县成立单村水站改造提升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

县委副书记、县长任组长，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相关单位一把

手为成员。同时，建立单村水站改造提升试点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按照“共性问题集中解决、个性问题专项化解”的原则，深入研究

单村水站改造提升中涉及的立项审批、资金筹措、用地审批、招

投标、用电保障等重大问题，统筹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难题。

二、水利牵头抓总，“全力以赴”做实做细

1.大范围开展调查研究。结合遂昌县单村水站实际，围绕破

解水浑、异味及无电水站供电等问题，县工作专班到杭州、宁波、

衢州等 6 个地区 10 个县（市、区）25 个供水站（水厂）及 22

家供水设备厂家进行调研，全面对比分析设施设备特性、运行管

理成本等关键参数，系统摸清当前单村水站技术现状，为山区单

村水站设备选型及技术攻关奠定良好基础。

2.高质量完成“两个方案”。为细化试点工作目标任务，系统

梳理工作内容和计划安排，明确部门职责分工，保质保量完成试

点工作，遂昌县迅速部署试点专项行动，于 8 月 10 日印发行动

方案并上报省水利厅。同时，立足县域实际、紧扣百姓需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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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梳理了全县城市和农村供水基本情况，在水利厅 60 余名专家

摸排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明确了

总体建设布局和分类建设任务，于 8 月 29 日在全省率先印发实

施方案。

3.高效率推进项目实施。为规范指导、加速推进项目设计，

印发了《遂昌县水站改造提升技术指南》，并时刻保持着全速奔

跑的热度和速度，奋力跑出试点“加速度”。目前，2023年计划实

施的 45项工程均已进场开工，县级工作专班积极落实包扶责任，

全程亲情式、“店小二”式跟踪服务，做到每个环节、每个点位都

有人抓、有人管。同时，对 2024 年拟实施的项目前期工作再提

速、再提质、再提效，2024 年计划实施的 85 处单村水站和 41

处散户供水点已全部完成项目选址踏勘，并开展初步设计方案编

制。

三、部门协同配合，“齐头并进”增强合力

1.优化审批流程。建立健全部门联审绿色通道，对已确定项

目主体的，按照“提前介入、平行推进”原则，实行“容缺先审核、

受理即办理”，提升审批速度。县发改局负责单村水站改造提升

项目前期立项审批，简化报批手续，缩短报批流程。县水利局负

责打捆项目，向发改局申请初步设计立项批复。各乡镇（街道）

为单村水站改造提升建设单位，承担项目法人职责，负责具体实

施。县水利局联合发改局组织项目初步设计评审，并出具审查会

意见，概算评审不再另行委托第三方机构审查评估。

2.简化项目招投标。由各乡镇（街道）作为项目业主负责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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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施。施工招投标由乡镇（街道）按子项目组织实施。单项工

程施工招标控制价在 400万元（含）以上的采取公开招标；招标

控制价在 400万元（不含）以下的采用公开发包、邀请发包、直

接委托等简易发包方式进行招标，其中，施工项目发包控制价在

200万元（含）以上的采用公开发包或邀请发包的项目，原则上

发包场地安排在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并报水利局备案。

3.强化用地保障。按照“保障民生、依法合规、节约用地”原

则，建立自然资源部门“提前介入+容缺受理”机制，科学规划项

目选址，合理整合荒山荒坡等未利用地，充分用好山区 26 县民

生及产业扶持三年行动政策，积极争取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及

“先行用地”政策，简化用地预审，全面实行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和

用地预审综合论证，探索农村公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供地新方

式，全力解决项目用地难、落地建设难等问题。

4.细化用电保障。明确由县供电公司负责做好单村水站改造

提升电力设施建设保障工作，对于有条件接入公共电网供电的，

采用公共电网供电，对于公共电网供电距离远、难度大的水站结

合安装区域的日照条件及水站设备用电需求通过光电储能供电。

根据水站选址，乡镇（街道）及时对接电力部门，提前介入，做

好现场用电勘察，具备实施条件的由县供电公司负责接至水站电

表，并同步落实农村供水用电电价优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