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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晓云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人离不开水，动物离不开水，生产生活离不开水，万事万物皆

离不开水。城市的兴衰、经济的繁荣、生态的平衡都与水息息相关。

金生丽水  天雨流芳

丽江之丽在于水，水是丽江之“魂”，丽江，因水而生，因水而美，因水而兴。阿来的散文《一滴水

经过丽江》全文以“一滴水”的身份，讲述自己由雪变成冰川，再变成一滴水，再由一滴水经过驿道、纳

西族村庄、草甸、落水洞、黑龙潭、四方街、纳西人院子，最后奔流到金沙江边的经历。文章浪漫而富有

童趣，把丽江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风土人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美不胜收。丽江又有“小威尼斯”“高

原水乡”之美誉。水，成为丽江的一张天然名片。

时间无声  岁月有痕

2024 年，是丽江水务集团成立 60 周年。过去的 60 年，丽江水务集团坚定“水务姓党，水为民生”的宗旨，

坚守初心，砥砺奋进，共同成长，公司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走过了一段意义非凡的发展历程。一篇篇“水

文章”书写了推动水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民生贡献和责任担当。

丽江水务集团前身为丽江供排水有限公司，是由原国有企业丽江县自来水厂和事业编制的丽江县污水

处理厂，于 2002 年 10 月组建成立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丽江



城市供水、排水、污水收集处理和水务投资运营管理工作。城

市的供水和排水决定着城市能否生存和发展，自来水厂作为城

市供水的关键枢纽，是全市的生命线工程，承担着“经济、社会、

环境”三重责任，它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地守护着丽

江这片热土，滋养了一代代丽江儿女，见证着丽江这座城市的

奋起与拼搏。

伴随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丽江从一个西南边陲小镇一度成为举世瞩目的旅游目的地，供水和排水越来

越凸显其重要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科技的进步和管理的创新，水务行业正逐步向智能化、精细

化方向发展。新时期对于城市供排水建设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先进技术和工艺的应用，丽江水

务集团建立了统一的供排水一体化系统，实现了对内部水源的全方位管理，确保了丽江人民不断提高生活

水平的用水需求和丽江旅游业等各项事业的长足发展，为丽江这一古老而新兴的城市增添了活力，使城市

供排水这一特殊的行业既在经济效益方面取得成绩，又在社会效益方面得到市民的认可。

饮水思源  落叶归根

水从哪里来？江河湖海？

也许有人说：“水从水管里流出来，只要不停水，拧开水龙头阀门便有水流出，便可以饮用，有的可

以直接喝，有的不能喝”。

还有人说：“水是从山上用水管引下来蓄在水窖里，再用水管将水引到千家万户”。

即便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城市供水来源于自来水厂，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自来水厂又是如何生产自来水

的呢？

殊不知，城市供水无疑就是将符合水质标准的自来水供给居民，而排水则是将用过的污水收集、处理、

排放和二次利用。换言之，自来水厂并不真正生产水，它们也只不过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汲取玉河水、丽江古城的各处“三眼井”泉水、家户井水构成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前的城乡生活

用水。丽江古城早期的自来水来源于 1967 年建成投产的第一自来水厂及八十至九十年代两次投建的第二自

来水厂。第一水厂当时就已具备了日处理能力 2000 方的水处理工艺，供水范围为古城大研镇五条街的居民

用水，安装共 56 个公用水龙头及新大街片区的机关单位用水。也正是从那时候起，丽江有了自古以来的第

一个自来水龙头。如今，当我们走进丽江供水的起点，当年建造的部分建筑保留至今，有的厂房、滤水池

依然是当初的模样。满腹经纶的它勾起了几代供水人的励精图治。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黑龙潭的水，丽江人的根。清澈的山泉水从象山脚下源源不



断地涌出，浸了丽江人干涸的心，润了黑龙潭那湖光山色。在很多丽江人关于黑龙潭的记忆中，除了优美

的景色之外，一定有一部分是关于去黑龙潭背水的。1984 年，作为自来水的主要水源点，黑龙潭因自然泉

眼不出水、泉水断流无法供水，干枯时间长达 17 个月。为保证城镇供水，动用当时作为丽江坝区农田浇灌

主要用水的清溪水库水源，来满足自来水的供应。由于黑龙潭水源的不稳定性及取水量过少，便开始寻求

新的水源。新水源的开发和利用，已是城市供水的首要任务。地下水、清溪水库、三束河构成了丽江城市

自来水的水源。经过多方勘探发现地下水无法成为丽江城市供水主要水源，而清溪水库水源当时承担着丽

江大面积的农田浇灌的重要任务，无法成为城市主要供水水源，较为合适的就只有利用三束河水。1985 年

10 月，开始筹建第二自来水厂，1988 年，完成了第二自来水厂厂区及日处理 2 万立方米的水处理工艺设施、

二水厂至狮子山调节池的 DN500 的输水管网 2.5 公里、狮子山调节池等三大项建设项目。1997 年 8 月，丽

江自来水厂的供水核心移至第二自来水厂。1998 年始建丽江县污水处理厂，2002 年，两厂组建为丽江供排

水有限公司，组建后的供排水公司，用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对公司进行改制改革，历经很多磨难后，走上

了康庄大道。可以说，丽江城市的发展历程就是供水和排水事业发展的历程。

守住绿水青山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保护江河湖泊，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事关中华

民族长远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以保护水资源，防治

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构建责任明确、

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提供

制度保障。

丽江水务集团现有自来水厂三座，供水能力 14.7 万方 / 日，管径 200 毫米—1800 毫米的配套供水管网

260 公里，覆盖范围包括束河古镇以南的整个丽江坝区；城区自来水普及率达 100%，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70% 左右，截至目前水表总数 112575 只；建成并运营污水处理厂三座，污水处理能力 14 万方 / 日，管径

200 毫米—1800 毫米的截污管网 530 公里。目前，整个丽江坝子除金山、漾西、开南等少数区域外，都已

经铺设了排污管网，丽江坝区排污管网覆盖率已经达

到了 95% 以上。污泥处置厂 1 座，日处理能力为 40 吨；

再生水处理设施两套，处理规模为 8 万方 / 日……一

组组数据的背后，是丽江水务人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水

的故事。

水务行业是一个传统且涉及千家万户的服务行



业，服务模式的创新是水务集团顺应社会发展的新举措。在丽江的发展进程中，公司提出 “城市建到哪里，

自来水就供到哪里；道路修到哪里，管道就铺到哪里”的供排水发展战略，满足丽江城市和旅游业不断发

展的需要。为提高供水服务质量，让市民喝上干净水、放心水。丽江水务集团严格遵循国家卫生质量标准，

提高供水服务质量。在生产环节，引进了先进的水处理技术，实现智能化水务管理。通过技术赋能，实现

全天 24 小时保证水厂安全生产，确保水质量达标。在水务集团智慧供水调度室，工作人员正登录智慧供水

平台，查看全市供排水管网运行状况。只见深蓝色背景下，醒目的数据实时跳动，从原水、制水、供水到

排水管网的一体运行情况一览无余。

企业要发展，转变思想观念是关键，改革创新是根本途径。在管理方面，集团公司不断优化组织结构，

提升管理效能。通过一系列培训和人才引进计划，打造了一支专业素质高、技术能力强的团队，不仅提升

了技术和管理成效，更在社会责任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水资源管理、水质提升、智慧水务建设等方面

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润泽丽江大地

我和生活在丽江这座小城里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担负着一家老小的生活起居。缴纳物管费、水电费占

据了一家生活花销中的三分之一。每当接收到来自水务集团的缴费短信，便不由得感叹：“这个月咋又用

了这么多水，貌似这水费越来越贵了”！要是在乡下，哪还有花钱买水喝的道理呀。不由得怀念老家灶房

小天井里的那口井，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成为我们家的水源，供给着全家人的生活起居，似乎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井水甘甜回味、冬暖夏凉。这口井也是我童年时期一段美好的回忆，不是捞掉下去的桶，就是捞

漂在水面上的死老鼠，似乎这口井还为我的童年生活增添了几分色彩。话说打井水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桶把中间系上一根长绳，绳的一头在手腕上绕两圈，然后将桶猛地丢到井里，手法熟练的顿时就可以将桶

装满水，而对于那些手法不熟练的，当桶漂浮在水面上时，还得来回旋转一番，才能使桶沉入水里。记忆中，

大山深处或田间地头也有很多浅浅的水井，感觉水无处不在，也最不值钱，走到哪里，双手一捧便可以喝

到山泉水，肉眼都能看到水一股股从地上冒出。

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很难再现当时的场景，加上农村因为地下水过度开采和水污染等原因，井水

已经不能保证安全饮用，国家出于保障公众健康，推行了“农村供水工程”，通过引入地表水或深层水等

方式，向农村地区供应安全的饮用水。村村都有干净水，户户都有自来水。于是，在很多孩子们的潜意识里，

水从哪里来？水不就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吗。甚至大人们也会觉得以前的水都是免费使用的，而现在不仅

城市里要缴水费，就连农村也要缴。至于究竟为何原因，只不过也略懂一二罢了。

“我是供水人，我为供水做什么？”必定是守护长江上游“生态绿”。一次偶然的机会，借水务集团



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展 2024 年综合监督督查工作的契机，有幸实

地观摩了水源地以及自来水生产的全过程，在工作人员的指引

和保障下，第一站进入第二水厂的核心区域——生产区及化验

区。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全透明地了解了从原水到合格饮用

水生产工艺的全过程。原水经过混凝、沉淀、过滤、消毒等多

道工序，成为我们的饮用水，每一环节都严格把控，确保水质

安全，每一滴水都经过层层考验，最终成为居民家中清澈甘甜的自来水。整整一天的行程，以水务集团园

区第二水厂为起始点，一路向北，参观了供水公司四个自来水厂。第二站是参观坐落于雪山脚下的第四水

厂。途经白沙的一段崎岖山路，寒风呼呼袭来，车轮碾压着弹石路越过一个个泥潭，沿着雪山迈进。一堵

又长又宽的白墙映入眼帘，随行工作人员介绍到那里就是他们的四水厂。坐落在玉龙雪山脚下的自来水厂，

在冬日湛蓝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壮观，难道“玉龙山泉”竟出于此？敞亮的生产车间、安静的办公环境，“风

景这边独好”涌上心头。直到听完了厂长的介绍后，才发现这只是浮云罢了。想象在一个风雨交加、电闪

雷鸣的夜晚，你独自一人在此，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也许除了钦佩还是钦佩。四水厂的三名水务工作者

他们与山作伴，与水为伍，有所孤独与寂寞，也有所收获和感悟。而后由北到东，第三站则参观位于新团

水库的第三水厂，同样也是三位年轻的水务工作者。他们对水源保护区开展日常巡护，对水质进行动态监

测和化验，向村民开展水源安全宣讲，定期进行安全演练，为的是筑起一道环境安全防线，确保饮水安全。

当天的参观，就连金虹山脚下已被废弃的第一水厂也不落下，带着对丽江水务人的那份景仰，一探究竟。

通过沉浸式、体验式全过程参观，刷新了我对水务行业及水务工作者的认知，也倍感每一滴水的来之不易。

在此也想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珍惜每一滴水，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生命之源。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变得日益困难，由此也说明水务人的工作变得越

来越重要。无论是自来水厂的工程师到污水处理厂的操作员，再到水资源规划和保护的专家，旨在确保我

们能够获得安全、清洁的饮用水和适宜的废水处理的关键力量。他们致力于水资源的规划、管理、保护、

供应和处理，确保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为保证供水安全，定期对水源和供水系统进行水质监测，确

保水质符合国家和地方的饮用水标准。对供水和排水管网进行定期的检查和维护，以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

和防止漏水等问题。一切旨在确保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质量。

丽江水务集团的崭新风貌、巨大进步和发展的强劲态势，赢得了各级党委政府的肯定和广大消费者、

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赞誉。公司先后获得“诚信示范单位”“守合同重信用单位”“文明单位”“园林式

单位”“云南省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等诸多荣誉。污水处理厂分别于 2004 年、2008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污



水处理厂”“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先进单位”和“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厂优秀运营单位”。工会

被评为丽江市先进工会；公司营业部评为市级巾帼文明岗；我本人荣获“丽江市劳动模范”称号。丽江供

排水这块金字招牌不断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造福一方百姓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持续优化供水服务保障，是一项暖民心、解民忧、增

民利的民生工程，群众用水事关民生福祉，是直接关系群众生活的大事、要事。

“饮用水是不是放心水，是不是健康水，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眼睛是无法判断的，必须通过科学的检

测手段进行检测。”在丽江有这么一个团队，他们犹如隐于水中的眼睛，三百六十五天默默守护，愿做生

产一线的一颗“螺丝钉”，只为那滴全市人民放心饮用“绝无污染”的清水，他们就是丽江水务集团甘源

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从居民水龙头里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经由他们每天多达 13 项指标检测、每月一次

42 项指标检测、每年一次饮用水国标 97 项的指标检测。他们用专业的态度、过硬的技术，守护城乡居民

的“水杯子”，让群众喝上“优质水、放心水”。

60 年来，丽江水务集团恪守“善尽责任，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观，秉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诚信经营”的理念，在“经济、社会、环境”三重责任领域，实施了多项重要举措。他们关注水质，倾力

推进优质饮用水工程，推动水质与国内外先进标准接轨；他们关注服务，建立了完善的服务体系；他们关

注环境，严格推行环境管理体系，着力打造生态文明；他们关注民生，为白沙中学和城区特困家庭提供免

费用水。这一系列举措，展现了企业勇担责任，追求卓越的信念，体现了企业回馈社会，呵护环境的深情。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丽江供排水事业的发展任重道远。屹立在 60 周年的里程碑上，丽江水务集团必

将朝着高效、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水务体系持续发力，续写丽江水务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