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 水 之 惑

———关于我市中心城区供水管网情况的调查

今年以来， 鸡公山大街怡景翠园小区的住
户对频繁出现的停水情况十分不满———“这里
挨着水厂的主管道，咋还老停水？”“这都等半天
了还不来水！”“大热天的，别提洗澡了，喝水吃
饭都成问题了。”而这个小区， 只是中心城区饱
受停水困扰的众多小区中的一个。

正如市民所诟病的那样，今年以来，中心城
区仅大面积的停水就发生了

3

次：

3

月
13

日
8

时至
14

日
20

时的南湾水厂进行新旧管道对接施工、

5

月
2

日的湖东水厂
DN1200

出厂输水主管道爆
管、

5

月
24

日
8

时至
25

日
8

时的南湾水厂进行新旧
供水设施对接、冲洗、消毒。

相对于大范围的停水， 小范围的停水更是
频繁发生。据了解，除这

3

次较大范围的停水外，

今年以来，我市中心城区还发生了
5

次小范围停
水。如

2

月
7

日
8

时至
8

日
8

时，由于更换平桥区南
洋商场路口主管道阀门，计划性地停水（范围为
平桥大道、 平桥中心大道及震雷山区域）；

6

月
7

日
9

时至
8

日
3

时， 豫花园附近直径为
0.4

米的水
泥管道爆管，造成报晓新村、五星路沿线区域的
水压降低或停水。

这些或大范围或小范围的停水不但给市民
正常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不便， 也给市供水
集团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

偌大的中心城区为何频繁停水？ 中心城区
供水现状如何？供水之路何去何从？为此，本报
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供水之惑，因何而来？

炎炎夏日，记者带着疑问，来到市供水集团
公司寻求“答案”。

市供水集团公司经理李福贵告诉记者，原
因有四个：一是规划滞后，二是投入不足， 三是
改革不到位，四是措施不配套。

据李福贵介绍， 信阳市的供水事业起步于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供水管网铺设应该是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纳入
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市的
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迟迟没有出台， 城市供水管
网建设也就没有规划， 供水管网铺设大多是临
时抱佛脚，城市建设发展到哪里，供水管网才铺
到哪里。由于没有规划，不但导致我市供水管网
铺设无序和滞后， 而且不同时期铺设管网的材
质和管径都不一样， 不同区域之间管网的衔接
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这也就难免给安
全供水埋下了隐患。

城市供水管道铺设属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范畴， 其建设投资理应纳入城市建设的总
体规划一并考虑， 但由于我市是一个经济欠发

达地区，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历史欠账太
多，对城市供水管网建设投资严重不足。由于资
金投入不足， 我市中心城区供水管网没能得到
及时更新改造，管网老化严重，尤其是一些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铺设的管网材质差、管径小，由于
没有及时更新，这些管网仍在超期服役，如我市
中心城区的鸡公山大街、北京路、工区路和平桥
区铁路以南、 京广铁路以东区域都是上世纪八
十年代铺设的水泥管道， 这些水泥管道均已老
化，且规划不一，管道口径、材质和施工执行标
准各异， 不仅给我市供水企业的日常维护带来
很大困难， 也给中心城区的安全供水带来极大
隐患， 今年

6

月
7

日湖东大道部分区域停水就是
因为鸡公山大街豫花园附近直径为

0.4

米的水
泥管爆管所致。

湖东水厂向老城区供水的主干管， 其管材
均为玻璃钢管。这种管材抗压能力差，爆管几率
大，且一旦爆管后维修难度大，停水时间长。与
我市同一年铺设这种管材的漯河市在

2012

年就
全部更换了， 而我市铺设的这种管网依然在使
用， 直至今年

8

月
20

日更新完成了这段
4.7

公里
的管道，并投入使用。

导致今日频繁停水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我市供水企业的改革不彻底。 市供水集团公司
于

2003

年年初至
2011

年
5

月进行了长达
8

年的
“改制”，正是这次长达

8

年的“改革”，不仅没能
使企业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而且使企业错失了
一次又一次发展良机， 陷企业于更加被动的境
地。

当时市供水集团公司“改制”，其核心内容
就是由个人出资买断公司的经营权。 在这种情
况下，政府几乎终止了对城市供水的投入，而公
司又无力去争取国家“十一五”期间支持地级市
供水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资金， 因而这

8

年间，

我市城市供水管网建设几乎是停滞不前。

2007

年，我市启动六城联创工作，对主城区内的
42

条
主干道进行改造， 这对改造主城区的地下城市
供水管道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但因
缺乏资金而错失良机。同时，我市错过了两次水
价调整的机会， 导致现在生活用水基本价格为
2.00

元
/

吨， 未达到省发改委认定的供水成本
2.48

元
/

吨， 远低于
2.79

元
/

吨的实际供水成本，

致使市供水集团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经营状态，

生产经营举步维艰。

8

年“改制”不到位，带来的一个最严重后果
是职工情绪低落，人心涣散，该干的活没人干，

当收的水费收不上来。 当时每个月收回的水费
仅
200

余万元，连发工资都不够，更不用谈发展
了。最穷的时候公司连必用的工具车都买不起，

员工出去维修管道， 只能用三轮车运送管材和
工具。 有几次市供水集团公司工作人员去一些
小区维修管道， 因用三轮车运送管材被物业工
作人员怀疑是否专业而拒之门外。

在这种窘境下， 市供水集团公司自己失去
了“造血”功能，而又不能及时得到输血补充，其
“肌体”难免受损严重。供水企业自身不保，其供
水保障功能和服务质量也就无从谈起。

配套政策缺失也是导致我市供水企业饱受
诟病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城市高层建筑越
来越多，由于城市供水规划迟缓，而一些相关配
套政策又没有跟上，致使一些开发商各自为战。

小区的二次供水设施建在哪里？怎么建？他们都
不去咨询， 而市供水集团公司的专业人员也无
权过问，因而，一些小区建成后，自来水却供不
上去。

供水现状，如何改变？

城市供水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 对保证城市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市四
大班子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都已充分认识到城
市供水的重要性。 市人大先后两次组织人大代
表深入到供水企业进行调研， 并审议通过了市
政府《关于中心城区供水安全与保障情况的报
告》、《关于中心城市供水安全与保障工作审议
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市政府也在逐步加大对
城市供水管网建设的投资力度。 但要真正从根
本上解决我市供水管网面临的危机， 还得从以
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进一步完善城市供水管网建设规划。

一个城市建设如果没有规划，就会杂乱无章，一
个城市供水管网建设如果没有规划， 同样会盲
目而无序。 十几年来， 我市的城市建设飞速发
展， 这就对城市供水管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2007

年，我市做了一个城市供水管网建设规
划，但由于当时城市的总体建设规划没有出来，

因而这个城市供水管网建设规划是简单而粗糙
的，已远远满足不了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现在
当务之急， 就是要在信阳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的基础上， 制订出我市中心城区供水管网建设
的总体规划， 并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这
个规划操作， 这样才能避免城市供水管网建设
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二是逐步加大对城市供水管网建设的投
入。李福贵向记者提供了《城市供水管理条例》

和《河南省城市供水管理办法》，记者从中看到
这样一些条文： 各级政府应在城市供水基础设
施建设中发挥投资主体和先导作用， 由政府投
资建设、改造供水基础设施，供水企业负责经营
管理与维护。

“搞好供水事业， 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近
几年， 我市正逐步加大对城市供水事业的支持
力度，但由于历史欠账太多，我市供水管道老化
严重，维护费用高。自来水价格倒挂，再加之近

几年接近
2

亿元的工程建设资金缺口，严重制约
了供水事业的健康发展。” 李福贵告诉记者。要
想扭转我市城市供水的被动局面， 就应该按照
《城市供水管理条例》和《河南省城市供水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加大财政投入，积极帮助供
水企业解决水价倒挂造成的政策性亏损、 历史
债务偿还等问题，借鉴外地的成功经验，建立补
偿机制，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水附加费中提
取适当比例予以弥补。 在新建、 改造市政道路
时，将供水管网铺设、改造列入工程建设投资预
算，做到同规划、同设计、同施工、同验收、同评
审。

三是企业要通过自身改革，增强“造血”功
能。

2011

年以来， 市供水公司进行了一系列改
革，扭转了企业经营和员工精神面貌上的颓势，

企业的经济效益逐年好转， 每月回收的水费由
原来的

200

余万元增长到现在的
800

多万元。但
由于水的价格严重倒挂和历史欠账太多， 市供
水公司要想实现安全供水这一目标， 仍有一些
困难。作为信阳市唯一的供水企业，一方面要根
据《城市供水条例》要求，主动参与到城市的供
水管网建设之中，用好政府投资的每一分钱；另
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通过挖潜增效，

提高服务质量来增强企业自身“造血”功能。只
有内因和外因共同发力，企业的“肌体”才能更
加强健。只有企业的“肌体”强健了，安全供水才
能成为可能。

四是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近年来，我市所
建商品房高层居多， 这对供水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再加上中心城区部分地段（师院东门、飨堂
社区、周家山社区等）地势较高，二次供水设施
建设越来越重要。 现在市供水公司客服中心经
常接到市民打来的投诉电话，有的反映水费高，

有的反映水质差，有的反映水压小，这些问题综
合起来基本都是二次供水的问题。 由于我市目
前没有统一的二次供水设计标准、 施工要求和
监管措施， 相关用水单位在后期运行使用中出
现诸多隐患和问题， 如因选型不准、 选址不合
理、管理不善造成水源污染、供水不足及水价偏
高等， 这些都给市民的安全用水带来不利的影
响。目前，国内各省、市都非常重视城市的二次
供水问题，不少地方都在研讨相关政策、措施，

天津、青岛等城市正在试行。作为全国十佳宜居
城市，我市也应将二次供水建设、管理及运行维
护等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尽早制订实施我市城
市二次供水设计标准、施工要求和监管措施，明
晰权责，以适应城市发展要求。

“碧水源来供水人，波澜化龙转池头；工艺
完善显神威，优质出水到万户……”这首供水之
歌绘出了城市供水的最美画面， 也道出了信阳
供水人的心声。 我们期待， 经过上下的共同努
力，在不久的将来，我市供水事业一定如歌声中
传唱的那样让政府放心，让用户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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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翔常征曹新俊文
/

图

今年以来， 中心城区发生了
3

次大范围的停水和
5

次突发爆
管或有计划地小范围停水， 的确给广大市民生产生活带来了不
便。特别是

5

月
2

日湖东水厂
DN1200

出厂输水主管道爆管，恰逢
“五一”小长假旅游高峰期间，给广大游客带来了不便，影响了信
阳的对外形象。为此，本报记者对城市供水现状尤其是供水管网
的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以期达到解疑释惑的目的。

核
心
提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