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6日：8版《小桔梗漂洋过海上“洋人”
餐桌》，文中第2栏第1段第2行至3行“内抓质量
壮足底气，外统一体化管理扎进篱笆”，“扎
进”应为“扎紧”。

5版《高考压力下 多关注学生心理健
康》，文中右栏首段第2行“大学心理老师与高
中生心拉手等活动”，“心拉手”应为“手拉
手”。

2月5日：8版《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态势
从何而来？》，文中首段第10行至第11行“总产
出和增加值增幅分别为 3 0 . 3 %和 3 0 . 8 %个百
分点”，“个百分点”应删去。

7版《牟平供电节前走访大客户宣讲安全》，文
中第4段第6行至第7行“在检查的同时了解客户完
全生产经营情况”，“完全”应为“安全”。

2月4日：8版《连医生的微笑》，文中第4段第4
行“加之二胎政策放开，许多高龄妇女加入产妇大
军”，“二胎”应为“二孩”。

2月2日：4版《获赠返乡票，告别“痛苦回
忆”》，文中第4栏末段第8行至第9行“抽取
10000个幸运客户赠送保障为期1月的交通意外
险”，“1月”应为“1个月”。

□海阳市热心读者 曲延纯
2月4日：7版《第九次在天堂（20）》，文

中第1段倒数第14行至第17行“这个车夫曾是开
着战斗机和日本军机空中格斗过的优秀飞行
员，还曾是美国西点军校的高才生”，“高
才生”应为“高材生”。

2月1日：1 8版《利津县村村都有法律顾
问》，文中第3段第7行至第8行“每季度举办1次
以上法治讲座”，“法治讲座”应为“法制讲座”。

□临清市热心读者 陈成江

□ 李鹏飞
近日，本报记者对全省各县(市、区)“两

会”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梳理，了解现状，把握趋
势，分析问题，就其中一些问题深入基层，听取
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建议，以期更好地为做好
民生事业建言献策，服务大众。

这期报道的对象是“农村饮水工程”。水是
生命之源，但长期以来缺水、水污染严重影响农
村居民饮水安全，2005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实施
农村自来水村村通工程，不仅缓解了农民吃水
难，而且提高了农村饮用水供水水质。这是一项
重大的民心工程。

2017年，我省27个县（市、区）总投资
5 3 9 7 8万元，通过配套、改造、升级、联网
等措施，全省农村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
率、水质达标率和供水保证率进一步提升。
2 2个县的 1 6 8个贫困村的饮水条件也得到改
善。 7月，省卫计委牵头成立督导组，对全
省17市饮用水安全情况进行现场检查；11月
份，《山东省城乡饮用水水质改善三年行动
计划（2018-2020年）》印发。

在我们收集的地方“两会”报告中，有
十几个县将改善和提升农村饮水工程列为
2018年重点工作。

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改造、提升？去年完
成的《山东省水安全保障总体规划（公示
稿）》提出：“农村饮水工程体系不完善。
部分地区农村供水规模化、集中化程度不
高；工程管理薄弱，供水管道老化失修；水
质处理措施不完善，饮水水源地缺乏保护，
农村饮水安全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
不相适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建立
城乡均等、水质达标、水量安全的农村供水
体系。”

在日常报道中，对饮水安全的关注也是读者
来信的一个重点，特别是春季缺水季节。此次记者
调研，发现了更多具体表现，比如管道质量、供水
水平、水价等，这些也引起一些农村居民对自来水
的顾虑，在报道中所展示的有些农民有了自来水
还是自己买水喝，还有的地区农户家中两个管道：
吃水靠城市管道，本地自来水只用来洗涮。

这些问题有些是农民需求变化带来的，
比如家电增多，对自来水保障水平有了新的
要求；有的是客观条件约束，比如水质标
准，小范围供水很难支持高标准检测；水
价，往往是成本决定的。但整体而言，即使
不考虑工程质量等因素，一项涉及面广的工
程在运行十多年后即需要广泛完善，也对今
后类似工程提出一个课题：民生事业往往涉
及面广，投入巨大，更需要高质量发展。规
划应有提前量，工程应有明确、务实的标
准，同时，更重视维护、运行机制的建设，
提高公众参与水平，切实把好事做好。

今后，我们还将围绕各地两会上关注比
较集中的教育、环境、就业等问题进行调
研 。 欢 迎 读 者 点 题 、 评 议 。 投 稿 邮 箱 ：
dzrb2016@163 . c om。

民生事业，更需高质量发展

短信：13793185445
15726407181
15069138719

邮箱：dzrbdzb@163 .com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村旁建了近10家净化水厂

3月1日凌晨6点多，天刚蒙蒙亮，地处胶州
市南部的洋河镇大庄村，一辆拉着桶装水的货
车停靠在了路边，68岁的薛大爷花1 . 5元钱买了
一大桶“净化水”。

这些“净化水”是薛大爷老两口的日常饮用
水，洗菜、洗衣用水靠自家水井。他说:“前些年，
村里安上了自来水，但吃了一年就吃不上了。”

记者实地察看发现，大庄村修建了村村通
自来水工程，后来还安装了净水设施，但如今
只有很少的村民饮用村里净化处理过的水。

一位周姓村民说，自来水铺设的管道已经
坏了，没钱维修也就成了摆设。“村里净化过
的水不好吃，我们都花钱买水，都是吃安家沟
的水。”

跟随卖水车，记者来到临近里岔镇的安家
沟村，这个村子周边建设了近10家大大小小的
净化水厂。

一位正在刷桶的水厂工作人员表示：“一
桶水卖得很便宜。这些水很好喝，都是从地下
抽上来的，老板花30多万买的过滤设备进行过
滤。”

记者走访里岔镇、洋河镇多个村庄发现，
当地村庄都建设了自来水工程，但由于持续多

年的干旱天气，还有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缺乏保
护，水源、水质都不能让老百姓放心，“‘懒
水’不好喝”成为村民买水的主要原因。

胶州市水利局水建水政科科长苏伟表示，
由于连年干旱，水源地基本枯竭，部分水厂已
无法正常运行。水利部门对全市农村饮水情况
从水量、水质及集中供水覆盖情况进行了摸
底，发现5个镇办271个村庄出现了饮水安全问
题，从而启动实施了应急供水保障方案。

苏伟表示，仅去年就在这271个饮水困难村
安装了大桶水自动灌装系统，用运水车将优质
的饮用水送到各个取水终端，村民再通过打卡
的方式取水，每户一个水卡，政府每月补贴3桶
水，多喝的自己交钱，一桶水1 . 5元。

今年，143个新增饮水困难村纳入应急饮水
工程，再次写入了当地政府工作报告。

多数农村水厂运行困难

据了解，自“村村通”工程以来，胶州市
城乡水厂达到了27家，但农村水厂经营普遍举
步维艰，也在影响着农村供水。

澳润水务公司经理吴林成告诉记者，公司
负责胶东办事处区域30多个村庄，约6万人的供
水。“目前日供水在7000立方米左右，春节等
用水集中的时候能达到1万立方米。”

吴林成说：“我们自来水厂的入户覆盖率
高、管理完备，基本上能够保证水厂的自负盈
亏，但多数农村水厂连基本的电费、人工费都

挣不出来。”
胶州市南部有一家农村水厂，负责周边14个

村庄的供水，但每天群众用水只有400立方米。
苏伟表示：“过去老百姓都是用自家的水

井，现在自己买一点饮用水，生活用水再用一
点就足够了。关键是，老百姓的观念还没有完
全转变过来，觉得自家水井什么东西也没加，
比自来水厂的水更加安全放心。”

吴林成表示，在2015年底，公司水厂已经
配备了水质化验室和人员，自来水厂日检9项指
标，月检36项指标，季检103项指标，水质是有
保障的。

有水利部门人士表示，日供水400-700立方
米的农村水厂在当地都有存在，“城区供水相
对集中，而且用水量大，农村供水就比较分
散，单纯依靠水费赢利就比较困难，需要政府
出台相关政策予以扶持。”

此外，由于当地持续干旱，这些还在运营
的自来水厂面临着过度依赖单一水源的困境。
“我们公司有3个水厂，日供水能力达到4万立
方米，但目前大沽河的蓄水能力很难达到。”
吴成林说，今年春季还不下雨的话，水厂唯一的
水源就会出问题，需要引黄渠开闸调水才行。

农村饮水安全三步走

当地水利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胶州市
早在2006年就实现了村村通自来水工程，从
“喝水难”到“喝上水”，主要解决的是有水

吃的问题，但还顾不上考虑水质是不是安全。
到2015年，胶州市又相继实施了规模化供

水工程、偏远村庄饮水安全工程、镇村自行改
造村庄管网等，全市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村庄
覆盖率达到了96 . 8%，人口覆盖率达到98 . 5%，
饮水安全问题在逐步改善。

但是，在2016年初，胶州市水利部门在梳
理这些“工程”时发现，农村饮水还存在着不
少的问题。

苏伟说，我们过去说自来水，就是老百姓
拧开水龙头有水，这就算是通自来水了。但
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时因工程建设标
准低、供水保证率低、管网老化漏失严重等饮
水不安全问题日渐显现，甚至个别村庄的自来
水工程由于设备损坏等原因已停止运行。

有关资料显示，在村村通工程建设中，由
于老旧管材存在易老化、易破碎等缺点，胶州
市一些村庄的自来水漏失率约在30%-60%。并
且，由于建设时并未考虑接入集中供水管网，
还有村庄没有达到规模化供水的水平。

因此，从2016年开始，胶州市启动了连续3
年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811个行政村
中除了计划搬迁改造的村庄外，286个村庄将陆
续实现一户一表，满足集中供水的需求。目前，除
了受干旱影响严重的南部5个镇办，胶州市北部
的胶东、胶莱等镇办已基本实现规模化供水。

苏伟表示，从规模化集中供水，到“城乡
供水一体化”，这是大势所趋。“只有如此，
老百姓才能真正喝上放心水，这也是我们关注
的民生问题。”

143个新增饮水困难村纳入应急工程

□ 本报记者 李轶群

城乡供水同网同质

界河镇范庄村是滕州北部一个偏远的
山村。截至去年年底，这里一直未纳入滕
州城乡一体化供水体系，居民主要靠自己
打井取水。

今年年初，滕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去
年滕州市实施了马河水库地表水厂建设，完成
了47个村6 . 8万人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城乡一
体化供水人口达到126万人。

村民张英（化名）家还有普通的压水井，
随用随压，倒也不算麻烦。当记者提出尝一尝
井水时，却被拦住了。

“可不要喝这个水，不干净。”张英说，
之前打井取出的水只用于洗涮，并不饮用。
“没办法，我们这附近有化工厂，井水污染得
厉害，虽然基本上家家都有水井，但水有味，
根本没法喝。烧开了也有一层沉淀物，不知道
是啥。以前都是买水喝。”

张英随即给记者接了一杯烧开的自来水。
春节期间，村里联上了城区的供水管网，吃上
了和城区一样的自来水。

“通了自来水比以前方便多了，全天随时
有水，更重要的是干净卫生。这个水和城区是
一样的，喝着放心。”张英说，以前买水喝，

饮水机上的那种小桶，三四天就得用掉一桶，
一桶两块钱，算下来七八年花费也不少。人多
的家庭，花费更多。通了自来水，家家都装了
水表，虽然水费交多少不清楚，但怎么也比买
水便宜。现在卖水的少多了。

市水利和渔业局农水科科长仇丽丽说：
“实现了城乡供水一体化的农村水价相比城市
水价便宜很多。城市执行阶梯水价，第一阶梯
每立方米2 . 55元。农村没有执行阶梯水价，
水价只有每立方米 1 . 3 5元。全省看这已经
是极低的价格了。”

市水利和渔业局副局长王次运表示，虽然
农村水价比城市便宜，但水质是一样的。纳入
统一管网后，都是执行统一标准。

106项监测标准均达标

荆泉水源地核心区是城市管网延伸供水区
的采水点。这里被围墙围起，水源地内的采水
井坐落于井房之内，门口上着锁。

工作人员打开3号井井房，井口也被厚重的
铁栏保护起来。在中控室，工作人员还可以通
过摄像头实时监控。

工作人员介绍，水源地内严禁使用农药化
肥，就连厕所里的排泄物都要通过专业处理后
运出水源地核心区。这片区域的面积有200多
亩，采水井的深度足有200米，这个面积和深度
既能够最大限度地涵养水源，也可以保证水质
安全。

记者在独自走访中发现，马河水库地表水
水源地和羊庄水源地也已被围墙围起。马河水
库之畔的马河村存在很多坑塘，有些坑塘水体
污浊，村民说这些坑塘主要用于养鱼。

滕州市水利和渔业局工作人员表示，水库
周边养鱼是否会影响水库水质，一方面要看是
否处在下游，马河村处于马河水库下游。另一
方面，也要看养的是什么鱼。如果是不需要投
放饵料的鱼类，则不会存在污染。

距羊庄水源地不远处就是化工厂云集的木
石镇。对此，滕州市水利和渔业局工作人员表
示，木石镇处在羊庄水源地下游，并不在保护
区范围内。镇里有污水处理厂，就是处理化工
企业的废水的。

在滕州市第二加压水厂，荆泉水源地的水
经过加压消毒处理后，输向城区4个街道和11个
乡镇107万人的家中。

在加压水厂的中控调度室，通过大屏幕，
可以清楚看到市内各个水站水厂的水量、水
压、地下水水位、污染情况，实施监测、管
控。一旦哪里出现问题，可以立即停止问题区
域的采水输水，转换为备用水源，确保不会出
现供水危机。

滕州市城乡供水中心主任周义介绍，水样
检测涵盖从采水到出厂、再到居民用水之前的
管道末梢所有环节，哪个环节都不能有问题。
一直以来，滕州自来水执行的都是生活饮用水
“新国标”106项的水质监测标准，而且都能合
格达标。

记者随机抽取的几份水质检测报告显示，

各项指标均达标。

通水村仍有人买水喝

仇丽丽介绍，滕州尚有40多万人未纳入城
乡供水一体化体系。其中，有10 . 2万人居住在
山区，海拔较高，管网暂时铺设不过去。

这些地方实行的是单村供水。早在2006年
就安装了单村消毒设备，实行单村消毒。其余
30多万人也有村供自来水，只是并未与城市管
网连接。下一步工作就是把这些地区也纳入城
乡供水一体化体系中来。

界河镇政府沿街就是未纳入城乡供水一体
化体系的地区之一。当地居民现在还是买水喝。
一所超市的老板表示，他迫切希望赶紧通自来
水。“买水喝七八年了，花钱多，家里老人节省，有
时候都舍不得喝水。也不想用井水给孩子洗澡，
担心不干净。”闫楼村一位老人也表示，自己买了
快十年的“山泉水”，希望能早点用上自来水。

但与未纳入城乡供水一体化地区的居民的
迫切需求不同，已经开通城乡一体化自来水的
范庄村却仍然有村民在买水喝。年近60的李强
（化名）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告诉记者，之所以选
择买水喝，是因为自来水刚刚开通的那几天，出
水很浑浊。“这些天，水不浑了，但还有味，还发
白。”

但他也认为，这里的水和城区的水都是联
网的，应该不会有什么污染，只是一直以来买
水喝习惯了，从健康考虑，小心一点没坏处。

自来水城乡联网，仍有农民买水喝

读者纠错

□ 本报记者 赵丰

利津县北宋镇供水工程采用信息化管理，
系统可以实时监测管网的流量及压力，减轻了
工程运行管理难度。

县水利局局长崔秉鸿说：“在数据中心管
理控制室，工作人员通过大屏幕就可以看到哪
里管道破了，还可以做到智能化供水、停水。
其他运营公司也在投入开发此类信息化管理系
统。”

吃“坑塘水”已成历史

2月28日，利津县利津街道西坡庄村村民张
大妈拧开了院内的自来水管，不一会，就接满了
一桶。

张大妈说：“这自来水好啊，水量也大，
基本上天天都能供上。以前没有自来水，我们
这些村吃水全是去坑塘挑，水还发咸。”

从坑塘挑来的水不能直接吃，也没有什么
处理手段，就是简单沉淀，水质得不到保证。
从自然条件来看，当地水源主要为黄河客水资
源。由于邻近渤海，属海侵区，除黄河滩区
外，无浅层地下水分布。全县95%以上的地
区，地下水含盐量大（平均含盐量达20g/L），
深层水含氟、碘量高，不能饮用。黄河滩区浅层地
下水口感较好，但碘、氟等物质严重超标。

“我们村吃上自来水已经有七八年了吧，
现在的水没有了以前的咸味，口感很好。”西
坡庄村村民王爱菊（化名）说，现在年纪大

了，没有自来水的话，挑水也挑不动了。
美中也有不足。
她家的水管就一直漏水，修了几次都没修

好。这次她又来到总开关处，关上总开关，想
再修一修。

张大妈家的水管在春节期间则有十几天出
不了水。“天气太冷，把地下的水管都冻上
了。”张大妈用手比着自己的膝盖，说水管埋
得大概有这么深。

水管被冻裂，或因老化破裂、跑水的情况在
这个村曾出现过几次。王爱菊说：“每次都是村民
自己挖开，找到坏的地方，换上新管子。”

也有群众向局里反映，说自己家的太阳能
只有等到别人不用水的时候才能上水，不然根
本供上不去。

巩固提升的需求仍不小

来自县水利局的消息，早在2008年，利津县
就已完成了城乡集中供水工程，村村通覆盖率达
到100%。到2013年底，自来水入户率达到100%。

当地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主要从管网建
设、水源提升两方面着手。

北宋镇靠近当地油田水厂，十几年前就铺
设了管网，实施了集中供水。

崔秉鸿表示：“因为早期设计标准偏低，随着
地区经济的发展，北宋镇这些管网的供水能力已
不能满足供水需求，部分管网出现老化现象。”

崔秉鸿认为，农村群众的生活需求提升得很
快，这也对农村饮水安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7年，利津县抓住省里进行农村饮水安

全提升工程的机会，对北宋镇72个村庄及镇政
府驻地和新农村规划示范园所涉及的输水管网
进行了巩固提升。

改造提升后，供水主管网直径达到315毫
米，比以前主管网直径多出100多毫米，5 . 2万
居民供水保证率得到提升。

此次工程主要针对的是供水主管网，也对
一些村内管网进行了改造，但大部分村庄村内
管线未改造。一些村庄内管线早期可能使用的
是铁管，已经生锈，可能会出现从水源水厂到
村头主管网的水还是好水，但到了村民家中水
龙头水质就无法保证的情况。

因此，这方面的巩固提升还有很大的需求。
水源提升主要是水库、水厂的建设。利津

县南北狭长，有100多公里，中北部农村的饮水
主要靠2004年建设的陈庄水厂。由于当时资金
受限、工程标准低、工艺较落伍，管网也没有
系统设计，水源状况不理想，日供水2万吨的水
量不能满足要求，供需矛盾越来越大。

资金支持很关键。自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以来，当地一直有中央与省级财政的支持。
以陈北水厂工程为例，工程总投资3200万元，
其中省级以上投资1500万元，市级投资1000万
元，其余由项目单位自筹解决。

水质状况备受关注

农村供水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群众对水
质也格外关注。

去年年底，新建的陈北水厂投入运行。有
群众反映，供到村里的水发咸，怀疑水质有问

题。接到反馈后，当地水务单位对水质进行全
面检测，确认除氯离子外各项指标达到国家标
准，并通过电台、微信、上门走访等方式，向群众
解释之前氯离子超标的原因，得到了群众理解。

原来，陈北水库前期进行了充库蓄水，由
于水库所在区域地势低洼，地下水位偏高，加
上水库内原有存水，且水厂取水口设在水库底
端，导致初期使用的多为水库底层水，供水口
感偏咸。随着运行，库底存水减少，这一问题
将得到逐步解决。

此外，对于日常的供水水质情况，自来水
检测中心每天会进行检测，每天不少于四次。
主管运营的利津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在网站、微
信公众号每天向用户公开水质情况。

据了解，每天检测的项目有9项，最全的检
测指标有106项，只是有的检测半年才做一次。

水价也是群众关心的大问题。目前，利津县
农村供水能做到和城市供水同源同网同价，但同
价只是能做到从水厂到乡镇水厂，同一乡镇不同
村之间的价格会差1毛左右。差出的价格主要涉
及日常管护、收水费人员工资等。

乡村供水用上信息化

农村饮水安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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