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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浊度
浑浊度是由于水中存在颗粒物质如黏土、

污泥、胶体颗粒、浮游生物及其他微生物而形
成，用以表示水的清澈或浑浊程度，是衡量水质
良好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规定饮用水浑浊度限值为1NTU。

余氯值
为确保自来水符合安全卫生要求，避免发

生水媒传染病，自来水在净水处理过程中要添
加含氯消毒剂灭活水中的致病微生物。

余氯是指含氯消毒剂投入水中后，除了与
水中细菌、微生物、有机物、无机物等作用消耗
一部分氯量外，还剩下了一部分氯量，这部分氯
量就叫做余氯。

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氯与水
接触 30分钟后应处于 0.3毫克/升至 2毫克/升
之间，集中式供水工程除出厂水应符合上述要
求外，管网末梢水不低于0.05毫克/升。管护员抢修供水管网。 龙泉水利局供图

这一轮改造提升，丽水各地纷纷以数
字化管理全面提升农村供水服务水平。

青田建设数字化管理中心，实现全县农
村供水数字化全覆盖；松阳以数字化平台为
依托，实现全县单村水站集中控制、调度；龙
泉建成农饮水运维中心，通过县级运管端
数字化大屏对全市农村水站进行数字化巡
检⋯⋯引入数字化监管手段，实现单村水站
集中监测控制和管理已在丽水次第铺开。

“以前偶尔能感觉到水里有淡淡的漂
白粉味道，从去年开始，这样的情况就没出
现过。”在松阳县四都乡下包村，村民何连
秀告诉记者，现在的饮用水水质越来越稳
定。她不知道的是，这正是引入数字化管
理手段带来的变化。

自来水在净水处理过程中要添加消毒
剂，灭活水中的致病微生物。按照国家规
定，自来水在出厂时余氯含量需在 0.3-2
毫克/升之间。

“虽然在安全范围内，但是余氯值不稳
定，也会直接影响供水质量。”松阳县水利
局农村供水服务中心主任陈松建介绍，余
氯值高了，不仅水的口感不好，还会出现大
家常说的“漂白粉味道”。如果用于水产养
殖，水产的存活率还会下降。余氯值低了，
则可能因消毒剂投放不足导致微生物超
标。过去，单村水站消毒剂投放都是人工
操作，自来水余氯值不稳定时有发生。引
入数字化设备解决了这一难题。

“消毒剂的投放量不能一成不变，需要
根据用水量、气候变化等情况随时调整，这
样才够精准。”陈松建说。为此，他们引入
了一套数字化自动精准加药设备。该设备
的核心控制器能自主采集供水流量等数
据，并根据数据的变化实时调整消毒剂加
药剂量。“根据在线自动余氯检测设备提供

的数据看，使用这个设备的单村水站余氯
值都保持在正常范围内，且很稳定。”陈松
建介绍，这一轮的改造提升，他们计划在全
县所有单村水站都安装这套设备。

数字技术在遂昌的单村水站管理中也
大显身手。

“湖山水厂出厂流量急增，超出正常流
量，需马上处理。”近日，遂昌县农村饮用水
安全智慧管理平台接到一则预警信息。随
即，平台管理员袁丽军向远在30公里外的
管护员胡兵派发工单。接到通知后，胡兵
立即前往供水管网巡查，确定是水管泄漏
造成出厂流量急增。确定漏点后，他们马
上组织人员进行抢修，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记者在遂昌县农村饮用水安全智慧监
管平台看到，单村水站的源水压力、流量、出
水浑浊度、余氯值、PH值等10多项数据一目
了然。借助数字化手段，遂昌实现了对单村

水站水量、水质等数据进行在线远程监测。
“无论是新建水站还是改造提升水站，

我们要求各地在设计规划时，就要把确保
通电放进去，为下一步数字化管理全覆盖
打好基础。”吴刚说，这一轮对单村水站的
改造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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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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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丽水市单村水站改造提升三年行动
计划，到2025年底，丽水全市单村水站建设达
标率达到100%，单村
水站标准化管理达标
全覆盖，农村供水水质
达标率稳定在95%以
上，全面保障51.7万单
村水站供水人口饮水
安全。

智能监管 全面提升服务水平

丽水改造提升3200座单村水站，服务保障51.7万人

一村不落、一人不少，让山区群众喝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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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进遂昌县三仁乡排前村村民廖建华家中时，正是
春雨绵绵的日子。廖建华打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汩汩流
出。“过去我们都是接山泉水用，一下雨水就变浑。现在不一
样了，干净的自来水直接入户。”廖建华说。受益于几公里外
去年完成改造提升的排前村单村水站，排前村和钱村、八罗村
3个自然村的800多人都喝上了优质饮用水。

单村水站指的是日供水量低于千吨、供水覆盖人数少于
万人的小微型水厂。浙江部分群众居住地远离城镇，城市、乡
镇水厂管网延伸还不能完全覆盖这些地方，需要单村水站保
障供水。

2023年浙江全面启动农村供水单村水站改造提升行动，
推动 8828 座单村水站改造提升，服务保障人口 242 万，确保

“一村不落、一人不少”。丽水单村水站总数是 3200 座，截至
目前已开工建设 3094 座，其中建成完工 571 座，开工数和完
工数均居全省首位。

点滴之水，蕴含民生。丽水单村水站建设是怎样操作
的？给村民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日前，记者辗转丽水各地，
探访这项让群众喝上放心水的暖心之举。

趁着前阵子难得的晴天，遂昌县龙洋乡西坑里单村水站
改造提升工程加紧施工。这是一个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的
小型单村水站，建好后能为周边西坑里、上泉苑、吉岱等14个
自然村共 500 余人供水。“水站建好，以后喝水就不用愁了。”
正在搅拌水泥的严香萍就是附近的村民，干活特别起劲，她就
盼着水站尽快建成。

引山泉水入户，或者打井抽取地下水，是过去我省部分农
村获取饮用水的主要方式，存在水源不稳定、水质难保障等弊
端。

2003 年起，浙江先后实施了“千万农民饮用水工程”“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农村饮水安全提升工程”“农村饮用水达标
提标行动”，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走在全国前列。但受限于
地形、地势等综合条件，目前我省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仍有薄弱
环节，需要加强单村水站建设。

“单村水站的水源基本上来自溪沟堰坝，水少时，水源无
法保障；下大雨时泥沙俱下，水浑水黄的现象难以避免。”丽水
市农村水利水电管理中心主任吴刚介绍，这一轮改造提升，加
强硬件设施建设放在首位。

2023 年，省水利厅下发单村水站建设标准，其中包含标
准版和升级版两套标准。标准版对水源、水站、管网建设，以
及供水站风貌、质量监督都有明确的标准。升级版则对水源、
水站、管网三方面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省水利厅
的要求，这一轮改造提升，必须达到标准版。”吴刚介绍，升级
版则为各地单村水站的发展规划了方向。这一轮改造提升，
丽水按照超过标准版，努力达到升级版的要求推进。

“这次丽水的总量大、任务重。”吴刚介绍，丽水任务数是
3200 座单村水站，超过全省三分之一。而且，丽水境内的村
庄分布散、海拔落差大，单村水站建设任务重。此轮改造提
升，丽水将新建水站337座、改造提升2863座。

去年7月，遂昌率先编制了《农村单村水站提升改造试点
实施方案》，以单村水站为点，溪沟堰坝、水库、山塘、地下水4
类主水源为线，科学规划构建水网布局。“有条件的地方，新建
一个较大的联村水站，能够覆盖一片。实在没条件连片的，就
对原有的单村水站进行改造提升，配套净水、消毒等设备，保
障群众饮用水安全。”遂昌县水利局副局长徐伟军介绍。

单村水站建设中，水源地建设是一项重要内容。“水站的
水源地一般在大山深处，远离村庄，水站也大都建在村庄附近
无人居住的地方，运送物资很不方便。”遂昌县龙洋乡几个单
村水站建设的项目负责人汤光田介绍，由于交通不便，地势不
平，很多大型机械无法使用，只能靠人工，“比如西坑下单村水
站水源地的蓄水堰坝就建在偏远的大山里，连驴都去不了，物
料只能靠人工背上去。”

有的村子常住人口很少，但这次单村水站改造提升并未
忽略这些村民。

“虽然村里现在只剩下几户人家，但政府还是帮我们的小
水站安装了先进设备。”在遂昌县应村乡东阳山自然村，村民
肖法林对刚完成改造提升的单村水站赞不绝口。他口中的先
进设备，就是去年刚在水站原蓄水池里安装的自动化净水设
备，能通过物理沉降等方式有效净化水质。

东阳山自然村如今只剩下了10余个常住人口。据统计，
像这样零星居住的农村群众在丽水大约有 1.03 万名。对常
住人口较少的村庄，丽水按照“一村不落，一人不少”的原则，
通过安装微型自动化净水设备，确保村民饮用水安全。

建好水站 让山区群众有水喝

单村水站，三分建、七分管。
管理上的缺失，是过去单村水站的一

个弊端。“早年单村水站管理基本实行村建
村管。”丽水市农村水利水电管理中心高级
工程师丁敏冲介绍，“以前说的管理，更多
是停留在保障有水喝的最基本层面，净化
和消毒工艺相对简单。”

2018 年，丽水在全市推行政府出资、
全县统一管理的“县级统管”模式，有效破
解了单村水站管理缺失的问题。专业化的
队伍、制度化的管理，让这些散落在山野的
单村水站有了靠谱的“管家”。

此轮改造提升，对单村水站的管理标
准化建设又有了更加全面和细致的要求。
去年出台的《浙江省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
管理评价标准》，就包含了管理规范这一大
类，其中对管理机构、制度建设、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配备、应急预案和供水服务等都
有详细的标准。“单村水站完工验收时，这
一块内容是必备条件之一。”丁敏冲说。

在松阳县四都乡下包村水站，记者跟
着管护员叶寿标体验了一次单村水站管护
员的日常巡检运维工作。

“先看看供水是不是正常，还有电路和
各项仪器的运行是不是正常。”叶寿标一边四

处查看，一边介绍工作内容。确认进出水和
设备运行无误后，叶寿标又从水池里取了一
试管水，开始检测浑浊度和余氯值。叶寿标
拿 出 随 身 携 带 的 浊 度 仪 测 得 浊 度 为
0.45NTU（散射浊度单位，按照国家标准，饮
用水浊度不能大于1NTU）。接着，他又向试
管里投入试剂，不一会儿，水就变成了淡淡的
红色。和色卡一比对，得出余氯值接近0.35毫
克/升，出厂水浊度、余氯值属于正常范围内。

“去年改造提升以来，市里主管部门对
管护工作要求更高更细致了。”叶寿标介绍，
按照要求，每一次巡检，他都要检查水质、电
路及设备运行情况，还要填写巡检台账、打
扫卫生等。此外，每5天要给消毒机添加一
次消毒剂，每个月要巡检一次水源地。

花费近半个小时，叶寿标完成了下包
水站的日常巡检运维工作。关好门，他又
奔赴下一个水站开展巡检——还有西坑、
平田等5个单村水站等着他。

在松阳县农村饮用水运维中心，有 35
位和叶寿标一样的水站管护员，他们负责
全县235个单村水站的日常巡检工作。

“每个人负责六七个水站的管理，每个
水站一般三四天巡检一次。”松阳县农村供水
统管运维人员李阳春告诉记者。为了确保

管理到位，他们要求每个管护员在巡检结束
后不仅要认真填写日志，还要用工程相机拍
照上传，“照片都会自动打上日期和经纬度，
这样一眼就能看出巡检的效果和质量。”

确保有水供应、保障供水安全是管护员
工作的两大核心，加强培训是提高管护员管
理水平的主要途径。去年9月，丽水市水利
局组织了为期5天的培训班，对50余名农村
供水工程基层管理人员进行系统性培训。“培
训分理论授课和现场考察两部分，邀请专家
讲解管理细则和农村饮用水常见指标检测
操作注意事项等。”丁敏冲介绍，一般半年左
右，市里都会组织1次培训。此外，他们还联
合多部门开展农村供水运行管护员的职业
技能竞赛，提升基层一线管护员的业务水平。

“水发黄了，或者出水量少了，我们就
赶紧电话联系他们来处理。”四都乡陈家铺
村村民鲍菊香说，水站门口的公示牌上标
注了管护员的联系方式，有什么情况，打一
个电话就行了。一般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左右，管护员就能赶到现场处理。

各县（市、区）出台农饮水管理办法，加
强管理；市里不定期组织明察暗访，确保管
理到位，如今丽水已基本实现城乡居民同
质饮水、同质服务。

管好水站 让村民喝上放心水

全省用地审批571 座全省用地审批571 座

95.1%

丽水完成用地林地相关审批543 座

丽水市有3200 座单村水站

36.2%

全省总数量8828 座

截至截至 20242024 年年 44 月中旬月中旬，，全省已完

工水站1416 座

40%

丽水已经完工单村水站571 座

44.7%

全省完成投资25.7 亿元

丽水完成投资11.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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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松阳县四都乡下包村水站内，管护员正
在检测水质。 本报记者 黄彦 摄

松阳县大石村村民给孩子洗手。 拍友 刘柏良 摄

坐落在大山里的单村水站坐落在大山里的单村水站。。丽水市水利局供图丽水市水利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