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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水从哪来——

从各村吃各自的地下水，
到统一净化输送，村民用上优
质水、放心水

晨光熹微，山西晋中祁县王贤村，87 岁的

曹中荣老人在灶台上接了水，准备做当地特色

的“糊子饭”。“现在水龙头一拧就有干净的水，

方便了许多。”曹中荣高兴地说。

如今，曹中荣身体健康，生活过得不错，但

在以前可不是这样。7 年前，当地为 70 周岁以

上老人免费体检，医生告诉曹中荣，他的长期

腿 脚 疼 痛 可 能 跟 村 里 饮 用 水 含 氟 量 超 标 有

关。曹中荣很担心，但也没有办法。

过去几年，为了解决农村地区吃水“有没

有”问题，祁县的很多村子都修建了小型水塔，

将地下水抽上来送进农户家。由于缺少专业

的净化设备，饮用水存在锰超标、含氟量大等

问题，严重影响村民身体健康。

“不是所有的地下水都适合饮用。”祁县水

利局局长赵宏介绍，十几年前，祁县实施了全

域村落覆盖的自来水工程，以乡镇、村为单位，

修建了从村子地下水水源地到村民家里的管

道，“但这样的水含沙量大、水质硬度高、含氟

量高，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为了让村民喝上放心水，2019 年前后，祁

县开始统筹推进全县城乡用水一体化建设。

“打破原来各村吃各自地下水的格局，统一使

用经过净化的水。”祁县副县长王海旺说。

水源地子洪水库压力骤增。彼时的子洪

水库，日供水能力只有七八千吨，远不足以覆

盖全县城乡居民的吃水需求——扩容提质迫

在眉睫。

提升子洪水库供水能力，就需要更大的管

道进口和净水处理空间。当地立项、论证后，

很快提出扩建改造方案，但施工又遇到了难

题。“施工时需要停水，下游数万靠子洪水厂吃

水的群众怎么办？”祁县水利发展中心主任赵

宝祥回忆。

对策是“借水”。“沿线群众吃水问题，我们

通过启用备用地下水的办法来解决。而城区

群众吃水问题，我们则通过‘借’周边地下水、

跨区域调水的办法来解决。”赵宝祥介绍。

扩容，同时伴随着净水能力的提升。“我们

按照生活饮用水的 42 项卫生标准，在扩容的

同时更换净水设备。由于采用了新的净水工

艺，建设完成后，同步达到了‘大水源、净水源’

的效果。”赵宏补充说。

子洪水厂，蓝色的落地玻璃幕墙倒映着白

云。“咱们脚下，就是两个巨型的水桶，过滤净

化过的水在这里储存，然后通过运输管网输送

到全县各地。”赵宝祥告诉记者。仔细听，依稀

能听到草坪下水流的声音。拾阶而上，两侧是

宽约 10 多米的净水槽和沉淀池。“以前只有目

前的 1/4 大小，我们用了三个月时间进行扩

建，达到目前的规模。”赵宝祥说。

要支撑起覆盖全县的水网，仅靠一个水源

地不够。从子洪水库向西，入山的路愈发狭

窄。继续前行，一侧是深沟，一侧是陡峭的挂

壁公路。道路尽头，杨家庄水库出现在眼前。

这里的供水工程建设刚刚完成，现场施工工程

师罗进正在调试设备：“我们采用了膜处理工

艺，对氟的过滤效果更好。”

好水如何供——

从一条供水管路，到新增
3000 多公里的支管网，城乡用
水格局串点成面

春日里，微风不燥。穿行在祁县的乡村公

路，昌源河荡起快乐的水花，杨柳树已悄悄抽

出嫩芽。仔细观察，会发现路旁有一条 U 形

坑道，那下面藏着的就是祁县城乡饮水供水

管道。

有了放心水后，配套的运输管网建设成为

亟待解决的新难题。“以前县里只有一条从子

洪水库到县城的供水管路。现在，相当于从一

棵树上分出若干个枝杈，再从枝杈结出枝叶，

最终到达千家万户。”晋中市水利局一级调研

员贾全有说。

为了更大程度地实现乡村饮水高质量发

展，祁县多次举行论证会。经过测算，推进规

模化集中供水管网工程建设需要新建主、支管

路管网 3000 公里左右，要做成这件事难度很

大，最关键的是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一度让

王海旺非常发愁。

“3000 多公里的长度，这几乎是过去祁县

几十年水利管网建设的总工程量。”王海旺说，

“2019 年以来，祁县多方沟通协调，通过增加

财政投入、整合涉农资金、用好金融政策、吸引

社会资金、引导农民自愿投入等方式，总共筹

集各类资金 4.56 亿元，投入到水厂和管网骨干

工程建设中去。”

标准化建设，成为此次集中供水管网工程

建设的关键词。记者入村走访时发现，在街巷

入口处，总能看到墙上写着用水服务热线电

话、贴着管片供水负责人的明白卡，下边则是

写有“祁县水利”字样的井盖。掀开井盖，“多

户联表”码得整整齐齐，还配有用作传输故障

信号的无线接收器。再往深里看，约 30 厘米

直径的黑色聚乙烯管道分别通往村里各户。

“全县 3000 多公里长的水利管网，全部采用统

一材质、口径的水管，不仅有助于降低采购成

本，也方便后续统一管护维修。”赵宏说。

到村民家中的“最后十米”，如何打通？出

于自愿公平原则，祁县将水网铺设到村里，并

留好接口，但接不接入这个主管网，全凭村民

自主决定。在讨论自费接入村里管网时，有的

村民提出意见：“管道都修到村头了，就差这几

十米，政府不能掏这个钱吗？”

这样的想法并不罕见。“我们考虑再三，为

了精准把握村民用水需求，也从落实‘一户一

表’的实际考虑，把选择权交给了村民。既让

村民有更多参与感，也能避免浪费。”晋中市水

利局相关负责人张满玉说。

在祁县自筹的 4.56 亿元里，有 3505 万元

属村集体统筹农户自筹资金。“祁县 160 多个

村子，都是通过村民大会的形式，在村民表决

同意后签字的。起初有村民选择不自费接入，

但随着自来水好口碑的传播，这些村民转变了

想法，主动要求接入管网。”赵宏介绍。

目前，祁县已建成主支管网 323 公里、村

级管网 3767 公里，受益人群 22.3 万人。站在

祁县农村水网沙盘前，看得更加直观——从祁

县北部太岳山的子洪水厂、杨庄水厂、杜家庄

水厂，每条线往下又牵引出多条管线，将祁县

的城乡用水串联起来，将汩汩甘甜水，源源不

断地送往千家万户。

好水如何管——

以前隔三差五刨开道路修
水管，现在智慧水务管理平台
可实现精准监测，高效调度保
证用水安全

“以前每天要接到几十个电话，不是水管

裂了，就是停水期间要求开闸的。”祁县王贤村

的饮水管护员闫景祥带着记者走过一条砖头

拼接成的菱形道路，他对这里太熟悉了。“这就

是以前的水管路，那时，隔三差五就得刨开修

水管。现在，智慧水务管理平台能够快速监测

运行情况，管理水平上去了，乡亲们用水也有

了更好的保障。”闫景祥说。

走进子洪水库旁的供水公司，10 多米宽

的数字大屏上，闫景祥所说的“智慧水务管理

平台”显示着各项数据。这个系统分为制水、

机组控制、水质检测、紫外消毒、区域供水站等

模块，硝酸盐、原水浊度等关键指标可以实时

动态呈现。

“2 号口祁县东观供水站取流异常”，红色

的警报字样突然闪烁在大屏上。赵宝祥立即

点开东观供水站的视频监控，同时点击查看无

线传输器传回的数据，了解情况后，马上拨通

了管护中心负责人的电话：“系统显示你们那

里水压不稳定，支管道瞬间流量过大，请马上

排查是否出现了漏水情况。”没过多久，故障就

被顺利排除了。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严格按照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进行操作。”走进二楼的化验室，检

测师董君潇身着白衣，手拿试管，正在进行六

联搅拌试验。六联搅拌试验可以将原水浊度

经过药剂调试后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我们会根据平台检测数据进行调整，再进行

六联搅拌试验，确保水质达标。”

2021 年 10 月，晋南、晋中遭遇一场罕见的

暴雨，多地发生洪涝和地质灾害。位于水源地

的子洪水厂同样面临挑战。那段时间，董君潇

几乎连轴转：“智慧水务管理平台的警报声不

断，大部分监测点发回来的监测指标都不正

常，锰超标严重。原水浊度正常值在 10 左右，

那段时间达到 100 多。”

董君潇和同事快速采取了应急措施。“一

方面，我们打开备用水井，保证正常用水；另一

方面，根据智慧水务管理平台的监测数据，精

准调整各项参数，最终保障了水质安全。”董君

潇说。

如何用好智慧供水平台，一度让董君潇感

到“本领恐慌”。前年平台刚投入使用，董君潇

在进行浊度测试时，发现浊度略有超标，她没

太当回事就去忙别的工作了。不料，进水浊度

突然增大，“平台发出警报时，我的第一反应以

为是设备出了问题。”然而，平台持续发出警

报，并自动调整了原水在斜管沉淀池的通过时

间。董君潇赶忙跑到就近的监测口取样，重新

做了化验，结果真的如平台显示的检测结果一

样。“从那以后，我就打起十二分精神，时刻关

注着平台各项数据反馈，提高实验精准度，这

关系着千家万户的饮水安全，容不得半点马

虎。”董君潇说。

“水利工程三分建、七分管。”赵宝祥介绍，

为了让全县城乡居民持续喝上好水，祁县构建

了由智慧供水平台、水质检测中心、城乡饮水

管护中心组成的运行管理服务保障体系。“从

制水生产、运行维护到水质监测、公众服务等

七大应用，保障着从水源地到用户的每个供水

环节的运行安全，并可实现全程自动化运行调

度。”赵宝祥说。

好水咋用好——

从粗放式用水到节约使用
每一滴水，养成良好用水习惯，
乡亲们日子越过越滋润

水好了、入户了，如何让乡亲们接受付费

用水，就成了农村饮水工程能否长效运行的

关键。

阻力可想而知。5 年前夏日的一个晚上，

祁县昭馀镇南街村村委会会议室里，气氛凝

重。村民代表挨个发言，村民王二娃发出疑

问：“以前承诺我们免费吃水用水，现在咋改了

主意？”

村两委委员、供水管理员段发中坐不住

了，赶紧站起来解释：“改成一户一表、计水收

费，不仅能长久地吃上好水，还能避免浪费，这

是县里的好政策。以前吃水不要钱的时候，你

不也经常跟我抱怨，有的人用自来水一开就是

一天，导致水抽不上来，影响了你家用水。”

按照“保本微利、节水优先”原则，祁县将

农村水价定为每吨 1.5 元。“这个价格是反复压

低成本后核算出来的。”赵宏介绍，原水价格、

材料费、动力费、日常维护、水质检测、人工成

本等，算下来成本在每吨 1.45 元以上。为了得

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水利局工作人员分组进

村进行解释，在村民大会上现场核算成本，最

终赢得了村民的认可。

微利运行下，“以水养水”步入正轨。祁

县成立 122 个村级节水协会，在本村水费中

提留 10%，用于节水协会日常开销，解决村级

供水运行管理缺位问题。如今，段发中干劲

更足了：“以前村里出钱维修，‘挂账’几年了

没兑现，物料钱都得自己出。”现在，协会每年

有 3000 多元的水费提留，“维修效率比过去

高多了”。

村民们慢慢养成了良好的用水习惯，注重

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古县镇温曲村村民李海

告诉记者：“如果账户内余额不足 1.5 元或水量

不足 1 立方米时，手机就会收到缴费提示信

息。”只需轻点几下，就能在微信上查询用水情

况、完成缴费续费、在线报修报装等。

用水问题解决了，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滋

润。村民庞祥琴嫁到南街村 40 年，因为洗衣

服手上都长出了老茧，“以前家里洗衣服，全靠

我手洗。现在，供水稳定了，我买了洗衣机、太

阳能热水器，又省劲又方便。”

水好了，也间接地改善了营商环境。祁

县境内有汇源、九牛、蒙牛、伊利等多家企业

入驻，还有众多酒水、饮料加工厂。“高品质的

水对食品、酒水类企业来说很有吸引力。”王

海 旺 介 绍 ，不 久 前 ，某 知 名 食 品 公 司 前 来 考

察 ，在 看 到 了 当 地 水 质 报 告 后 ，果 断 地 拍 板

投资。

村里的人居环境也更好了，幸福感大幅提

升。中午时分，曹中荣眯了一会儿，又踱步来

到院子里，半个手掌高的小葱鲜翠欲滴。曹中

荣小心地浇着水，嘴里念叨着：“给你们喝点好

水，你们长得快一些。”

山西祁县统筹推进城乡用水一体化建设，修建村级管网3767公里

喝上放心水 生活更美好
本报记者 刘鑫焱 乔 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饮水安全有保障主

要是让农村人口喝上放心水，统筹研究解决

饮水安全问题。

汩汩清水，润泽乡村。据统计，2022 年全

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7%，越来越多农村

居民喝上优质水、放心水。加强水源地工程

建设、推动城市管网向村庄延伸、健全水质检

测监测体系、优化长效运行管护机制……立

足人民群众对水的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

不好”，山西祁县打通输水关键环节，织密入

户输水网络，不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山西祁县，实地探访

当地统筹推进城乡用水一体化建设的探索

实践，感受乡村振兴中村民饮水情况新变化。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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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16 日电 （记

者张璁）4 月 15 日是第八个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4 月 1 日起，司

法部、全国普法办在“中国普法”

微信公众号开展为期 30 天的“全

民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日 法 律 知 识 竞

答”活动。活动开展两周以来，已

有 1.3 亿人次参与答题，推动了国

家 安 全 法 律 法 规 知 识 的 宣 传

普及。

据介绍，此次竞答活动内容

以宪法、国家安全法、反分裂国家

法、国防法、反恐怖主义法、反间

谍法、数据安全法、生物安全法、

网络安全法等为重点，旨在深入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国家

安全法律法规深入实施，夯实以

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社

会基础，着力推动大安全理念深

入人心。

此 项 活 动 作 为 每 年 全 民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日 系 列 宣 传 活 动 之

一 ，深 受 广 大 网 民 关 注 。 据 了

解，此次法律知识竞答活动每天

推出 6 道题目，每 10 天由电脑自

动抽取 3500 名个人优胜奖，活动

结 束 后 统 一 公 布 获 奖 名 单 并 发

放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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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天津 4月 16日电 （记者龚相娟）在第八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前后，天津市紧紧围绕“贯彻总

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夯实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社会基础”主题，推

出理论学习、文艺宣传、主题活动等 31 个活动，助力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推动大安全理念深入

人心。

13 日，宁河区国家安全教育主题公园举办开

园仪式。公园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主题，以“全

民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为 宗 旨 ，以“ 寓 教 于 游 、生 动 鲜

活”为特色，分网络、教育、科技等 11 个部分，全方

位、多角度宣传国家安全知识。开园仪式现场举办

了国家安全主题非遗文化展，邀请宁河木版年画、

木版烙画等非遗传承人，制作并展示国家安全主题

作品。

日 前 ，宁 河 区 文 艺 工 作 者 自 主 编 排 的 主 题 话

剧《氢弹之父——于敏》在芦台大剧院上演，讲述

老 一 辈 科 学 家 胸 怀 祖 国 、守 护 国 防 安 全 的 感 人

故事。

此 外 ，红 桥 区 融 媒 体 中 心 推 出 系 列 快 板 短 视

频，津南区邀请京东大鼓表演艺术工作者创作《国

家安全关乎你我他》，西青区、静海区通过葫芦烙

画、芦苇画等艺术形式，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营造

浓厚氛围。

天津——

增强安全意识 营造良好氛围

本报郑州 4月 16日电 （记者王者）4 月 15 日是

第八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河南省委国安办在郑

州市紫荆山公园广场组织开展群众性国家安全宣传

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100 余块宣传展板依序摆放，内容丰

富、案例生动，现场电子屏幕上播放的国家安全主题

视频将红色基因、传统文化、国家安全事业等融为一

体，吸引市民驻足观看。志愿者向市民发放宣传彩

页和各类宣传品 10 余万份，集中宣传总体国家安全

观和新时代国家安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

“原来国家安全有这么多领域，与我们的工作生

活息息相关，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安全。”市民王晔屏

感叹。

现场还举办了国家安全知识竞答，吸引了不少

市民踊跃参与。“我之前学习过一些国家安全方面的

知识，今天答对了两道题，领到了一支纪念笔。”市民

高雯雯说。

近年来，河南省各级各部门以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为契机，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统领，充分调动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断推动大安全理念深入人心，营

造“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

河南——

市民踊跃参与 筑牢安全基石

本报北京 4月 16日电 （记者丁雅诵）在第八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之际，“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

题宣讲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活动主题

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

格局”。

此次活动的宣讲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用亲身

经历阐述了国家安全的意义，展现了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人民利益、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坚强意志和坚

定立场。听了宣讲后，师生们表示自身的安全意识

有了提升，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据了解，北京师范大学于 2021 年成立国家安

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同年获首批国家安全学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近年来，学校积极贯彻落

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培养国家安全和应急管理急

需 人 才 ，在 推 进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等 方 面 作 出 积 极

贡献。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
宣 讲 进 校 园 ”活 动 举 办

本期统筹：吴 凯

图①：汾河祁县段堤外蓄水工程。

祁县水利局供图

图②：祁县侯家庄村村民正在接自来水。

张慧杰摄

图③：祁县子洪水厂水质化验室工作人

员正在检测水质。 吴遵民摄

图④：祁县子洪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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