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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水资源贫乏，境内水源远远无法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外引客水成为保障晋江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十三五”期间，晋江市大力推动引水第二通道工
程建设，并于2019年4月全线通水。据悉，晋江市引水
第二通道在晋江金鸡闸上游设置取水口，通过封闭式
隧洞、箱涵和倒虹吸等结构，经过南安、鲤城，穿过紫帽
山隧洞，最后连接到晋江供水工程的田洋取水口。工
程完工后，晋江引水两个通道——南高干渠和引水第
二通道实现了水源互为备用，有效提高供水保障率。

缓解晋江水资源贫乏的问题后，晋江着手改善供
水水质。近年来，晋江不断推进老旧小区的“升级”改
造进程，破解老旧小区改造中的诸多“症结”，其中就包
括老旧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

居住在福璟花园小区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小
区在 2017年完成了二次供水改造工程，“现在用水很
顺利，用水安全更有保障了”。

“2016年，晋江出台《晋江市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
建设与管理实施意见》，我们按照‘改造一批，接管一批’
的原则，逐步移交供水企业管理，至今已完成住宅小区二
次供水新建改造将近6万户。”晋江市水利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说，为了持续改造提升城乡供水网络，还启动城乡供
水一体化规划编制，完善从“水源头”到“水龙头”的饮水
安全保障体系，现已完成规划报批稿，待市政府批复。

经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晋江市水资源管理取
得了显著成效，于2020年12月通过省级节水型城市考
核验收，并获得正式命名。

保障群众饮水安全的同时，作为福建向金门供水
工程的取水点，晋江的供水能力也得到进一步提高。

2018年8月，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等了
23年的金门乡亲，终于喝上了来自大陆的水，使“两岸
一家亲，共饮一江水”成为现实。“自2018年8越5日正
式通水以来，截至 6越 30日已累计供水 1061天、供水
量达 1372.1万吨。其中，2021年 1至 5月累计供水量
为 252.8万吨，2021年日均供水量为 1.67万吨/天。通
水以来，可以说是金门民众新希望的萌芽、新生活的开
始。”金门的群众纷纷感慨。

“自去年以来，金门遭遇 56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面对罕见旱情，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发挥了积极作
用。”福建晋金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佳兴告诉记者，
该公司根据金门方用水需求，科学制定调度方案和应
急保障方案，确保足额足量供水，满足金门民众民生用
水需求，并为金门田埔水库补足安全蓄水量。

为了保障供水水质安全，福建晋金供水有限公司实
行24小时水质、水压、流量实时监测，第一时间采集化验，
确保水质达标。目前，福建晋金供水有限公司与金门水
厂已形成“月计划、周调整、日供应”的供水机制，做到“需
则供水、供则足量”，完全可以满足金门的用水需求。

眼下，晋江的水利事业已经进入“十四五”新发展阶
段。“十四五”期间，晋江市水利局将聚焦“5+1”暨“水安
全保障、水资源配置、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景观
文化提升+智慧水务”，策划谋划“十四五”期间重大项目
20个。重点做好污水主干管网延伸接续，全面打通“断
头管”，加快推进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等工作，推进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行动,力
争实现污水管网全覆盖、全收集、全处理。同时，围绕晋
江创建国际化创新型品质城市目标任务，对标“品质”要
求，对接十四五我市“全域一城、一核多片”建设新格局，
按照晋北、晋中、晋南三大区域水利协调发展的布局，以
水为脉、串珠成链，融合河湖水系周边特色文化景观，晋
北以九十九溪流域为重点，晋中以梧垵溪—梧桐溪—缺
塘溪、加塘溪—坝头溪等流域为重点，晋南片区以钞井
溪—龙湖虺湖—湖漏溪为重点，全力打造三大区域水生
态连绵带，进一步优化晋江城市水环境。

近期，梧垵溪、梧桐溪、九十九溪半岛公园等地已
成为许多市民打卡的“网红点”。尤其是梧桐溪，今年
初启动景观提升工程至今，已完成建设任务的 85%。
漫步梧桐溪畔，可见水中白鹭觅食休憩，两岸生态护坡
绿草萋萋，香樟秋枫等绿树掩映，沿岸的农田荷塘分外
清丽，一副美丽的生态水景画卷正徐徐展开。

此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已有 357个村（社区）基
本完工，38个村（社区）在建。目前，晋江市水利局正
全力督促相关镇（街道）、村（社区）加快工程扫尾，确保
完成今年年底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目标。同
时，正围绕提高接户率、验收率，督促业主单位加强施
工单位管理，提速工程进度，提高工程质量，规范工程
验收，确保完成接户率90%目标。

务实发展兴水利 水润民生谱华章
本报记者 蔡斯洵 秦越 董严军

一项项重点水利工程充分发挥效
益，一条条河道恢复清洁通畅，一个个发
展规划尽显民意……这些年来，晋江市
水利局以“建、管、治”并举的方式全力推
动水利建设与发展，有效发挥水利支持
发展、改革民生、修复生态的独特作用。

围绕兴水治旱、防洪保安和生态环
境改善三大目标，晋江市水利局加强饮
水安全建设、江海堤防整治、水库除险加
固、水生态环境提升、河（湖）长制建设、
防汛信息化建设等重点专项建设，实施
了引调水、防洪防潮、蓄水、流域综合治
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市政截污及市区
内涝整治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带动全
市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速，不断补齐水
利基础短板，水利基础服务保障民生能
力进一步增强。

如今，晋江变水害为水利，变石窟为
生态公园，在一系列的蝶变中，一幅“水
清、岸绿、河畅、景美”的幸福河画卷正徐
徐展开。

如果说大江大河是城市的“生命动脉”，那担负着雨水、污水排
放重任的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毛细血管”。毛细血管畅通，这
座城市才会健康。

2019年晋江启动“打通城镇建成区污水‘断头管’攻
坚行动”，77个项目遍及晋江中心市区、远东片区、晋南
片区、西北片区等区域，全力推动疏通地下管网“末
梢神经”。

作为打通“断头管”的重要项目，市区4号泵站
已经投用一年多。管理房前3台水泵是该项目的核
心，目前，3台水泵轮流运行。每天，池店南片区的
近700吨生活污水，经过该泵站提升排至六源路现
状污水管，最终排入仙石污水处理厂。项目投入使
用后，有效解决了池店南片区污水直排问题，加快
流域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此外，暴雨是考验一座城市地下管网是否畅通
的最直观的方式。位于东南沿海的晋江，常常有台风
暴雨“光顾”。市区的雨水管网系统以建设运行多年，
部分管道淤堵问题时有发生，解决“堵”的问题是关键。
以往，暴雨来袭，不到 10分钟，一些低洼地带就被淹没，积水
久久不退，常为市民所诟病。

前几日，晋江迎来一轮强降雨，市中心短时降雨量达 50mm，
长兴路的部分路段被淹。“暴雨来袭15分钟，居然之家出口处的积
水就到小腿肚了，当时我开车经过，积水没过半个车轮。”在居然之
家上班的小蔡告诉记者，但是半小时后，雨水变小，我办完事回来，
这里的积水也退得差不多了。

补齐“内涝”短板，是做实城市建设“里子”的基础，只有把易积
水点一处处整改，城市的“毛细血管”才能畅通。近年来，针对部分
管网排水不畅、存在路面积水等问题，晋江市水利局组织全面梳理
排查整治，市标、竹树下社区、锦美桥等“网红积水点”曾经常见的

“水浸街”“下雨看海”“积水久积不退”等现象已基本消失了。目前，
晋江城镇及其他重要区域的防洪能力达20年一遇，乡镇的防洪能
力达10年一遇，区域防洪排涝能力明显增强。

地下管网畅通，积水成了“匆匆过客”。污水、积水顺着管网进
入污水处理厂，一番“洗心革面”后，变成清澈的模样，重回江海的
怀抱。污水处理厂是改善城乡生态环境、提升水环境的重要环节。

目前，晋江全市有 6座生活污水处理厂，包括仙石污水处理
厂、南港污水处理厂、西北污水处理厂、泉荣远东污水处理厂、晋南
污水处理厂及深沪污水处理厂，遍布中心城区、西北、远东、晋南等
四个片区。晋江全市的污水处理设施可基本满足全市污水收集处
理需求，并实现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全覆盖。

地下管网、污水处理厂等硬件跟上后，为晋江防台防汛抗旱工
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年来，依托已构建的洪水预警报系统、山
洪灾害预警系统和防汛抗旱指挥决策系统，晋江有效抗击了历次
台风、暴雨、干旱带来的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灾害造成的
损失，夺取了抗台风、抗洪、抗旱救灾的重大胜利。

晋江市内坑镇下黄溪下村段河道曾因淤积严重，泄洪不畅，河水又脏又
黑，岸边杂草丛生，水生态和人居环境遭到破坏。为了提高河道行洪能力，
内坑镇开展下黄溪下村段河道治理工程，河道治理总长568米，新建生态护
岸312.3米，两岸埋设排水管3处，新建砼箱涵28米，重建水闸1座，于2020
年6月完工验收。

如今，河水碧波荡漾，野生水草长势旺盛，两边护坡整齐干净，和之前的
脏乱差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地生态环境明显得到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也更
加宜居。

九十九溪双溪支流右汊河段是流经内坑镇的另一条河流。近年来，流
域经过治理和景观提升之后，水清岸绿、鸟语花香、鱼翔浅底的美景成为吸
引人气的“杀手锏”。每天下午四点多，周边的村民都会在河畔乘凉、锻炼、
散步。“经过整治，这里的环境改头换面，不仅白鹭多了，周边村民也爱来。”
70多岁的林老伯告诉记者。

随着生态流域治理的不断推进，像下黄溪下村段、九十九溪双溪支流右
汊河段等受市民青睐的河段不在少数。九十九溪、梧垵溪、梧桐溪、港塔溪
等流域也初步达到‘河畅、水清、岸绿、整洁、景美’的治理目标。

近期，梧桐溪成为许多市民打卡的“网红点”。经过景观提升后，梧桐溪
摇身一变。漫步梧桐溪畔，可见水中白鹭觅食休憩，两岸生态护坡绿草萋
萋，香樟秋枫等绿树掩映，沿岸的农田荷塘分外清丽。

陈埭镇域水系的景观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来到陈埭镇横坂村涵埭沟，记
者发现，对比以往，现在这里的自然环境不断提升，景观美了，水也不臭了。

“这得益于仙石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回用工程的正式通水。”晋江
市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以前九十九溪的水位如果比较

低，这一河段的水流动性就会比较差。现在，经过仙石污
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的尾水源源不断地流入河沟内，
河道里的水流动起来，河道不断冲刷，也就不臭了。

2017年，随着河长制的全面推行，晋江每条
河流都有了“河长”，水体责任实现全覆盖。
在“三级五层”河长制组织体系下，形成党政
同责、人大政协参与的全员合编组团治河模
式。在全省范围内，12条市级流域率先逐条
设立流域河长办公室，配置联系部门及8个
工作小组；以“三即十快”警务新机制为牵
引，率先创新推行“河湖警长制”，配置 437
名河湖警长；形成分工负责、协同联动的生
态水域治理合力。

织就了河湖长制这张大网后，晋江严格
河湖生态空间管控，加强河道生态保护蓝线

管理，深入开展“碧水清河”专项活动、河湖“清
四乱”巩固提升专项行动，创新河湖巡查管理模

式，持续推进河湖水环境综合整治。

激活“毛细血管”提升城市品质
河湖长制织就大网 生态修复见成效0202

保障民生“幸福水”流进千家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