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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王佳声 报道

本报昌邑讯 在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作
中，地处平原的昌邑市，形成了“一县(市)
两网”的供水格局，城区供水管网由昌邑市
自来水公司负责管理，城区以南供水管网由
昌邑明河水业有限公司管理运营。集中供水
带来了便利，但复杂绵长的管道及众多的分
支节点，也对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昌邑市
利用信息化建设提升农村饮水安全水平，成
为一大亮点。

北孟镇朱甫村65岁的焦岩松，是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的受益者，“这辈子我都没想到
能喝上自来水。”去年10月喝上放心水后，
他觉得日子滋润起来。朱甫村地下是透水性
很强的红斑岩，即便是打下一二百米的深
井，也见不到一滴水。因为喝水难，别村的
闺女都不愿意嫁过来。自来水接通那天，村
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老焦喝的自来水来自30公里以外的北孟
水厂，这是昌邑市规模化集中供水的一个
点。今年，昌邑市计划投资8006万元，解决
88个村7 . 85万人饮水安全问题，确保年底规
模化集中供水工程覆盖人口达到100%。

“你看，拧开水龙头就有水，而且水压
很稳定。”老焦不知道，这是水厂自动恒压
装置在发挥作用，是信息化在水厂中的一个
应用。

在深入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作上，潍坊
市提出建立 “两个中心”：信息调度中心
和水质监测中心。昌邑市明河水务公司负责
对该市农村供水工程原水、出厂水、管网末
梢水进行定期检测，对重要指标进行全天候
实时监测。潍坊市各县市区水利部门，都陆
续建立起这样的水质检测中心。水质监测中
心配备设备和专门人员，对县域集中供水工
程进行日常水质检测，其检测能力达到了新
的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中规定的42项常
规指标要求。

信息化，在饮水安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开始凸显。昌邑、寿光、诸城、安丘等县市
区都建起了农村饮水安全信息调度中心。去
年8月底，昌邑市投资260万元建成农村饮水
安全信息调度中心，配备了先进的LED背光
液晶大屏幕显示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综合
监控平台，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防汛
抗旱、水资源管理、潍河闸坝运行等数据实
行实时监测、同步分析、远程自动化操控。

在潍坊市，像这样的信息调度中心可与
规模集中供水工程及其典型村联网，实时监
测水厂的供水流量、压力、PH值、出厂余
氯等指标，全面实现工程运行自动化、数据
采集信息化和工程管理智能化。

除了实时监测，信息调度中心在农村饮
水安全应急预案中还扮演着“指挥官”的重
要角色。据昌邑市水利局农田水利站工程师
高言超介绍，信息调度中心可以直接显示终
端村水质的PH值等各项参数，一旦水质发
生变化，系统中相关图标就会立刻发出“水
质异常”的警告，中心随即启动应急预案，
切断供水，改用备用水源，同时各部门联
动，排除隐患。

如果输水管道破裂，管道两端压力、流
量出现异常，会自动发出“管道破裂”警
告，中心就会马上联系调度抢修人员，及时
抢修，降低损失。

昌邑：信息化提升

农村饮水安全水平

□见习记者 石如宽
记 者 王佳声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底，潍坊农民将全部
喝上安全放心水，饮水安全工程的维护、维修
也随之提上日程。寿光市率先建立了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维修专项资金制度，运行一年来，
效果良好。目前潍坊市已有15个县市区出台
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依据潍坊市相关文件，寿光市财政局、
水利局去年出台了《寿光市农村公共供水工
程维修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维
修资金的筹集方法、主要用途、管理使用
等。维修资金由水费计提和财政资金两部分
构成，比例各占50%。其中，水费计提按农
村供水水费收入的10%提取，财政资金按农
村供水水费提取额1：1进行配套。

2012年，负责寿光农村公共供水运营的
圣源供水公司水费收入176 . 5万元，水费计
提17 . 65万元，寿光市财政配套17 . 65万元，
形成维修资金共计提35 . 3万元。“办法非常
好用。”寿光市水利局副局长范荣誉说。

今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竣工后，寿光市
农村供水工程维修资金使用范围将涵盖五座
水厂、五处加压站、主管道及入村管道，主
要用于管道维修、水泵维修更换、电气自动
化设备维修和房屋维修。

农村饮水工程

获维修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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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通村率100%，水质远高于国家标准和同行业水平，连续两年市政协委员提案———

安丘市民想喝农网水
□ 见习记者 石如宽

本报记者 王佳声

7月中旬，安丘市农民全部喝上了放心水。
在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作上，安丘在潍坊率先
突破，农村自来水通村率达到100%，水质合格
率达到100%，实现了整建制、全覆盖、无死角。

农村饮水城市化

饮水安全，水源至关重要。尚庄水库是安
丘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主要水源，“全部是山
区降雨汇聚而成，没有任何工业污染、种植污
染，水源特别好。”7月31日，安丘市水利局农田
水利站站长王志军欣然向记者介绍说，在安丘
西南山区，按照地势高低，依次分布着于家沟
水库、下株梧水库、共青团水库、尚庄水库、牟
山水库。安丘实施了“五库串联”，位于上游的
水库为尚庄水库提供更多水源保障。在于家沟
水库，安丘打造渠首工程，建造了李家沟拦河
坝，再为水源编织一道安全防线。

“自来水好得没法说。”金冢子镇疙瘩官村

村民马金西对记者感慨说，“你看这个暖水瓶，
用了那么久，一点儿渣滓都没有。以前烧一次
水，水壶就结一层厚厚的水垢。”

连续两年，安丘市“两会”期间都有政协委
员提案，呼吁给安丘市民供给农村水网的水。
这是为什么呢？“农村水网是新建的，水源是精
心挑选的，水质是层层消毒的，而且服务及时，
综合质量甚至要优于某些城市水网。”潍坊市
水利局副局长王元昆道出其中缘由。

今年，安丘市政府为民办的十五件实事之
首，就是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第二位是负责
农村饮水安全运行的华安水厂与城市自来水
厂的管网对接。管网对接完成后，将实现“农村
饮水城市化，城乡饮水一体化”。

39人管着50多万人吃水

饮水安全，管理是关键。对供水公司，潍坊
市提出建立“专业化运营体系”。华安公司负责
安丘50多万农民日常饮水工作，却只有39名员
工，充分体现了专业运营的优势。该公司采用
自动化控制系统，产水供水实现了自动化。华

安总经理刘世磊说：“我们研发的远程控制管
理技术，使我们在公司中央总控制室就能对下
属水厂的设备进行管理，现场只保留安保人员
就可以。”

信息化的使用和不断创新大大节省了人
力，降低了成本。在华安水厂中央总控制室，管
理人员就能对管网中的阀门进行远程启闭。

“您看，这是远程关阀的操作界面，我一点鼠
标，这个远在20公里之外的阀门就会在一分钟
之内关闭。原水自动反冲洗过滤技术，解决了
水库原水中水草、鱼类进入水厂的问题。这些
新技术我们都申请了专利保护。”刘世磊边说
边向记者演示。

先进的技术保证了良好的水质。自2009年6
月开始供水以来，经潍坊、安丘两级疾控中心
抽检，华安公司水质合格率100%。公司日常自
检，水质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远高于国
家规定标准和同行业水平。

监管制度保证工程质量

饮水安全，服务是保障。潍坊市正建立

健全畅通、互动的农村饮水安全公共服务体
系，安丘积极响应，开通了“水利116”服务
热线和监督电话，受到村民用户的欢迎和好
评。

“求助的很少，管道基本上没出现过什
么问题，自来水管锤子都砸不破。”马金西
说，他对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的施工质量很满
意。

完善的监管制度保证了工程质量。安丘
市对工程建设实行“三个统一、四个把关、
五项制度”，即：统一项目招投标、统一工
程监理、统一质量标准，把好材料设备采购
关、施工队伍准入关、工程质量监督关和资
金拨付关；严格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
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和竣工验收
制。

记者了解到，在潍坊市协调下，安丘华
安供水公司与昌乐市高崖水库水厂即将联
网，双方的管线已经接到安丘、昌乐边界。
两水厂联网后，将会大大提高两个公司供水
的安全可靠性，也可预防更大的旱情，让农
民吃水更安全更放心。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见 习 记 者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我们村靠着弥河，弥河有水的时候就
吃河里的水。遇到大旱弥河断流的时候，只
能发动全村人放下手里的活儿，大家在河道
里挖坑找水，有时候挖10个坑才有一两个是
甜水，别的全是咸水。找到水后，大家排队
往家挑。后来村里先后打了三眼井，两眼浇
地，一眼喝水。但是水量不足，没法天天放
水，只能5天放一次。村民们把水接在几个大
瓮里，存起来省着慢慢用。自打去年10月，
村里解决了集中供水后，我们再也不用为吃
水犯愁了。”讲起要命的吃水问题，7月30
日，寿光市营里镇益龙道口村村党支书孙九
浩如是说。

靠海的寿光，北部是咸水，不但咸，部
分地区含氟量又高，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其
最主要表现就是牙黄，骨质松。益龙道口村
原来井里打出来的水，含氟量是每公升2 . 6至
2 . 7毫克，大大超过1毫克的国家饮用水标准。

比起650口人的益龙道口村，以前吃水更
困难的是营里镇央子村。这个630口人的村
庄，没有河流经过，地下水含氟量高达每公
升3 . 1毫克。

“村里以前有个湾，有水的时候直接从
湾里取水，人也喝，牛也喝，人畜共用，很
不卫生。1983年村里打了第一眼深水井，2004
年又打了一眼。由于水量不够，每周只能放
两次，经常放着放着就没了，离管道远的村

民还得买自吸泵抽才能接到水。我们村比较
富裕，有的村民买了洗衣机和太阳能热水
器，但都用不上，因为水不够用啊。有钱没
水，啥也白搭。”央子村的宋佐良对记者
说，“2012年8月，村里实现了集中供水，村
民不但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洗衣机也派上
用场了，想洗澡随时都可以洗。”村民张效
銮拧开自家院子里的水龙头，指着喷涌而出
的水对记者说：“你看，水量大吧。”

据了解，寿光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
225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9，水资源
极其贫乏。不仅如此，寿光中部有一条明显
的东西向咸淡水分界线，分界线以北受海水
入侵影响，地下水多为咸水，分界线以南地
下水虽为淡水，但部分地区地下水含氟量
高，个别区域受过境河流影响，存在不同程
度的污染，不适于饮用，饮水难一直困扰着
农村地区。

为改善农村饮水条件，寿光市把饮水问
题当作头号民生工程来抓，制定了“农村供
水城市化，城乡供水一体化”的战略，并委
托省水利科学院对全市农村供水进行了全面
规划。充分结合当地水资源状况，寿光按照
水质达标、水量充足、便于开采利用的原则
确定水源。对水源条件好、人口居住密集的
地区，集中连片解决；对确实不能搞集中供
水的单村供水工程进行改造，确保水质合格
达标，最终敲定了“一网七厂、同源同质、
城乡一体”的供水布局。

“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市先后投资3 . 7亿
元，完成了860个村的农村集中供水管道工程，

全市农村集中供水覆盖率已经达到88%。市里
计划再投入2 . 3亿元，预计今年10月底可以实现

全市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水质合格率达到
100%。”寿光市水利局副局长范荣誉说。

寿光：从挖坑找水水到到集集中中供供水水

探访政府民生实事·关注农村饮水安全

□王佳声 报道

昌邑市水利局农田水利站工程师高言超正在调节泵房水泵压力。

隔王佳声 报道

诸城村民喝上了

优质的自来水，小朋

友们亲水嬉戏，满心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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