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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颜安

“就在那里！”
顺着万传友手指的方向，用手机光照亮

后，记者看到了几个水桶，桶壁已经长满了
青苔，水桶里也满是尘土。

这几个水桶，曾是璧山区来凤镇安乐村
十二组村民万传友全家的主要取水工具，不
管是用来接水还是沉淀，这几个桶的使用率
非常高。

“自从用上了城里的自来水后，这些水
桶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位53岁的村民说。

问 题供水难：“高价水”曾达每吨60元

探 索城乡供水一体化实现同网同价

万传友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带孙，所以她
的活动圈子很小，基本上出不了村。但说到
吃水，她却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毕竟城里
人都没吃过的“高价水”，让她给赶上了：

“每吨超过 10块钱是常事，我自己最高
交过的是 16元/吨，旁边的三星村最高时算
出过60元/吨……”

“高价水”怎么来的？
“村里的自来水管子多埋藏于草丛中、

水田旁、石板路下，村民劳作或是农用机械
经过时，稍不注意就会对水管造成破坏。”安
乐村党总支书记李敏说，跑冒滴漏最直接的
影响就是供水不稳定和水价偏高。自 2009
年通自来水后，安乐村的水价一直居高不
下，许多村民纷纷弃用，转而用水桶去村外
水井、小河里挑水吃。

这样取来的水，弥足珍贵，所以万传友
家里人总想方设法地节省水。早晨，全家共
用一小盆水洗脸，盆里的水再存到晚上洗
脚；从地里收回来的蔬菜瓜果，衣服上擦擦
就直接吃……雨天，大家会将家中所有的盆
盆罐罐都拿到院坝去接雨水，用来洗澡、喂
牲口。

在璧山，安乐村不是孤例。由于上述原
因，不少村组都陷入工程管理难、水费欠缴
的恶性循环。

“问题的根子还是出在供水不稳定上。”
市水利局农水水电处督查专员田勇告诉记
者，渝西地区大多没有大江大河过境，也没
有大的湖泊水库，属于缺水地区，具体到璧
山，该区人均水资源拥有量556立方米，是重
庆市的1/3、全国的1/4，属于重度缺水地区。

因为天然缺水，于是分散供水就成了当
时的一个必选项——乡镇各种小水厂层出
不穷，但供水能力和水质却难尽人意。

要解决供水问题，就要从几十公里外的
江河中取水，这无疑是个耗资巨大的工程。

“将乡镇水厂关停，并移交给大企业来
建管和经营。”璧山区水利局副局长石航说，
做这个事情很困难，但必须推进，“乡镇水厂
的产权很复杂，从国有、集体、民营等性质应
有尽有，所以只有由政府出面做工作，从
2019年到2022年我们足足花了3年时间。”

处理好第一步后，璧山引进了重庆水资
源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对城乡供水进行整体
打包经营，意图实现城乡同源同质同价。“我
们当时就认为这很难，农村的管线长，需要
二次加压等，这些都决定了其水价不可能
低，璧山区发改委测算得出农村饮水的成本
价为5.76元/吨，也证实了我们的看法。”重庆
水资源产业服务有限公司璧山自来水分公
司副总经理向明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璧山区与该公司协
定，对农村供水预留 20%的漏损量，即按实
际售水量的80％收取总表后水费，同时区财
政每年拿出 800万元用于水费的补贴，这样
算下来后每吨水价为3.22元（每人每月限定
2吨，超出后为4.26元/吨），其价格与城市用
水持平。

水价降了、供水稳了，万传友也不为水
发愁了。

问 题管水难：缺钱缺人，跑冒滴漏难发现

探 索财政补贴成立管水协会

供水问题解决后，管水问题接踵而至。
农村自来水管线长、分布情况复杂，水

管受损后很难及时发现和维修，跑冒滴漏成
了家常便饭。

此时，管水员就显得尤为重要。山区村
庄的管水员既要有责任心和耐心，又要有一
定的专业技能，且还没多少报酬，人很不好
找。所以，在许多农村，管水员要么是由村
干部兼任，要么直接空缺。

农村管水，既缺人，又缺钱。“不少村民
没有用水交费的习惯，水费收取困难。”石柱
县中益乡光明村原支部书记吴辅祥说，他所
在的光明村，一户一月3元水费都收不上来，
所以遇到水管破损之类的问题，根本就没钱
维修，只有等村里开会通过一事一议来集
资。

前几年当村支书时，吴辅祥也想过一些
“急救章”，比如说，把几根竹筒连在一起来
代替水管，这样虽然还是有一些跑冒漏滴，
但总归能解一下燃眉之急。

在渝东南、渝东北的山区里，管线绵长、
分散供水的状况体现得更集中，这些都需要
更加专业的管水队伍。

2019年，石柱在全市区县率先全覆盖建
立起农村饮用水管理协会（下称管水协会），
下设 31个分会，落实乡、村级管理人员 209
名，应入会的 187个村全部入会。与此同
时，县财政每年拿出 500万元交给协会，由
后者负责全县所有农村饮水的管理、维修
和运营。

已经卸任村支书的吴辅祥被推选为管
水协会中益乡分会会长，每月有 1000元补
贴，而每村的管水员每月有 400元补贴。有
了资金，管水工作就好开展多了——经过吴
辅祥的仔细挑选，中益乡 7个村都找到了较
为合适的管理员。

“我们主要负责排查和维修。”光明村管
水员谭仁洲告诉记者，7-9月是他们最累的
时候，“夏天是用水高峰，而且暴雨多、山洪
多，一些淤泥容易堵塞管网，还有一些掉落
的石头也容易损坏管网。”

一个村的自来水管网，一般都有几十公
里，谭仁洲虽然不必每天巡线，但每一趟巡
线至少10公里，也不轻松。

“在用水淡季的冬天，落叶很多，容易引
起管网堵塞，所以需要定期巡查、清理。”谭
仁洲说。

高海拔地区要做的工作就更多一些，尤
其是冬天，水管容易被冻住。“要是被冻住
了，就用不烫手的温水来回浇水表及周边管
道，千万不要用火烧、开水烫，更不能硬扳水
龙头，会造成水管破裂。”中益乡建峰村最高
海拔为1200米，该村管水员陈大强时常需要
应付这种情况。

“我们这里把管水工作称之为‘星月工
程’。”吴辅祥调侃道，“夜里人们活动少、用
水少，比较清净，正好是听有没有跑冒漏滴
的好时候，可不就是‘星月工程’么？”

问 题水质差：水管里面冒出来的是黑水

探 索引入超滤膜技术净化水质

水质的好坏，决定着供水是否有效。
忠县白公街道梅坝村七组村民刘于军

对这句话感受颇深，“我们这里倒是很早就

通了自来水，但反而让人生了一肚子气！”2
月7日，他扯着嗓门对记者说。

梅坝村距离忠县县城只有半个多小时
车程，因此刘于军成了忠县较早享受到自来
水的农村群众。“高兴啊，终于盼到了！”回忆
起十多年前通自来水时的情景，刘于军仍记
忆犹新，他还专门下厨做了一桌饭菜，邀请
邻村的亲戚朋友到家“撮”了一顿，以表达喜
悦之情。

但好景不长，他很快发现这些水有点不
对劲，“水质浑浊，还有异味！”他告诉记者，
尤其是下雨天，水质更差，有时从水管里流
出来的水还是黑色的，“这个水怎么能喝？”

于是，他和村民们只好采用老办法：就
近挖水井，自购增压泵，将水提灌到家里的
大缸里面。

这个状况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梅坝村的
几百户村民对此怨声载道，“水是我们村当
时最大的问题。”村委会副主任冉昌平坦言。

在我市，有长江流经并有12条长江次级
河流的忠县不算缺水地区，但梅坝村及周边
区域却是个特例——这里夹在海拔六七百
米的马耳山和猫耳山中间，属于这一片区供
水区域的末端。而且，此前梅坝村的水来自
几公里外的苗耳水库，这个水库建成多年，
因为缺少管理，水质本来就差，再翻过马耳
山和猫耳山来到末端的梅坝村，水质就更加
难以得到保证。

去年，忠县开始着手对这一片区的水质
进行提升。“我们当时就想，既然苗耳水库的
水质不佳，何不换一个水源，正好附近还有
一个杨家坝水库。”负责这一工程的重庆润
泽水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军红说。

在建设杨家坝水厂时，忠县引入了海南
一家企业的超滤膜技术，这种水处理技术采
用物理方法，通过多层膜的层层过滤，逐渐
去除水中的悬浮物、浊度、色度，同时还可以
过滤掉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相对于其他水
处理技术效果更好。

忠县水利局副局长付成于介绍，杨家坝
水厂采取浮船式的建设方式，成为全国首座
浮船式超滤膜智慧水厂，既减少了土地的占
用，又大大缩短了工期，让村民们提前半年
喝上了优质水。

从去年夏天通水至今，刘于军家里已经
用了100多吨水，看着汩汩流出的清水，他感
慨道，“水好了，生活更滋润了！”

坐拥三江却喊“渴”，是重
庆水资源的现状。《重庆市水
资源调查评价报告》显示，全
市人均占有当地水资源量约
为1700立方米，约为全国人
均水资源量的4/5，世界人均
水资源量的1/5。按我国缺
水标准，重庆属于中度缺水地
区，在农村地区突出表现为供
水难、管水难和水质差。

近年来，我市持续提升农
村饮水安全，加快农村群众从
“有水喝”向“喝好水”转变。
在上个月的全市“两会”上，实
施165个农村饮水水源保障
工程和25个城乡供水一体化
工程被纳入2025年的民生
实事。

如何让村民们喝上“放心
水”？连日来，围绕供水、管
水、净水3个方面，记者分别
采访了市水利局及渝西、渝东
北、渝东南部分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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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乡村告别“高价水”用上“放心水”

长期以来，不管是在量上还是质上，农村的饮用水标
准都低于城市，这是记者采访感受最深之处。

按照有关部门的说法，在量上，农村居民每人每天
35升就“基本达标”，每人每天60升就已“达标”，而城市
居民这两个数据分别为90升和130升；在质的方面，农村
居民饮水的浊度指标为3以下，而城市居民为1以下。

“城乡二元”是一道世界性的发展难题，放眼当下的
重庆，也需要在统筹城乡关系上作出探索。

饮水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人每天都要喝水，水
不仅在老百姓的生活生产中有重要作用，还关系着水环
境生态和产业发展，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

放眼国内，江苏已率先在全省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发展，江西、山东、河北、河南、湖南等省也作出了探索。
综合各地经验，城乡供水一体化，实现共享“一碗水”，可
以从以下四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城乡供水由一个部门管理，优势是有利于实现
从水源、水厂到管网一体化管理；

二是通过立法来促进城乡供水发展，特别是明晰政
府、市场、供水单位、用水户之间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解
决农村供水发展中的难题；

三是要充分发挥水投公司的作用。城乡供水既有公
共产品属性，也有市场商品属性，国有企业在其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此次在璧山和忠县的采访，两区县的国有企
业都承担了重要任务；

四是要创新融资模式。由于农村居民居住分散，管
线长，水源不稳定，导致了供水成本高，其直接结果就是
农村水价不到位。要发挥好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利用好社会资本。忠县新建的杨家坝水厂，工程总投
资3360万元，其中社会资本投资1360万元，既减轻了财
政负担，又提升了水质。

重庆正在加快推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
把水的问题解决好了，乡村就会更和美。

记者手记

城乡共享“一碗水”
□ 颜安

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后，璧山群众用上了干净、平价
的自来水。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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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县中益乡群众用上了“放心水”。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