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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水之屿”
□本报记者 杜正蓝 赵锦飞 通讯员 蓝毅辉 郭伟斌/文 本报记者 王毅/图

通水仪式上通水仪式上，，浯屿岛迎来了第一股清洁的自来水浯屿岛迎来了第一股清洁的自来水。。 通水当天通水当天，，海岛上的几位阿姨在一起开心地泡茶海岛上的几位阿姨在一起开心地泡茶。。

浯屿岛上孩子兴奋地用水浇着门前的菜苗。

1978年建成的“四口井”，是岛上居民主要的取水点。

航拍下的蓄水池（右下角），是整个浯屿岛村民饮用水的来源。

早晨 6 点
多 ，运 输 淡 水
的货船驶向浯
屿岛。

浯屿岛与龙海斗美村隔海相望浯屿岛与龙海斗美村隔海相望，，从陆地铺设的自来水管就是通过这片海域与浯屿岛相连从陆地铺设的自来水管就是通过这片海域与浯屿岛相连。。

取 水

浯屿岛，是漳州市龙海区港尾镇的一个小渔村，坐
落于蜿蜒的九龙江出海口，与金门的大担岛、二担岛距
离仅三四海里，地处厦门通向外海的航道上，10 万吨
级船舶可全天候进出港，南北两侧海域已划为锚地，可
停泊大型船舶，是古代漳州最繁华的海上贸易岛屿。

洋阔水深，海上门户，历史曾这样记载浯屿岛。据
清代《福建沿海图说》记载：“有居民约三百户，大渔船
四十号，小艇约八号，西面可泊民船，土产有山芋、稻
谷。”林木苍翠，物产丰饶，海岛从前不缺淡水。

到 1949 年后，海岛群众也曾享受过丰水之喜，
“四口井”成了全岛人民共同的回忆。

“上世纪 70 年代，岛上的生产大队发动、组织居
民群众在村中心地带挖掘了深约 6 米、直径约 4 米的
大井，井口在方石平台上留 4 个方形取水口，称作‘四
口井’。如此一来，日常生活用水便不成问题。”今年 84
岁的村党支部原书记方天顺清楚记得，当时即使到了
夏天，打水虽然经常排队到深夜，但用水无忧。

后来，岛上有多少户村民，井口就有多少根水管，
百余根粗细不一的水管密密麻麻地布满井口，水管伸
入井里汲水，输往岛上各家各户。“一处井不够用，又
开了两处，共开了三处公共水井。还是不够用，村民开
始自行选址，陆续开了上百口机井。”郭灿辉是村里老
龄协会会长，曾经参与打井工程，村里哪几口井打得
最贵、哪家井位置好、哪家井水质好，他都门儿清。

“从浯屿岛的地图来看，一半平原，一半山峦。码
头进岛处平坦，越往里走地势越高。我们家的房子距
离山林几百米，家里这口井位置蛮好，找准点位挖下
去立马有水源，解决一家老小 10 余口人喝水问题。”
郭灿辉说，刚开井那会儿，水质清澈透明，每逢雨季，
还够匀些给左邻右舍。

不过，这种用水不愁的日子很快一去不复返。岛上
常住人口从 300 多人增至 6000 多人，原来机井打到 10
多米就有水，现在打到 100多米却见不到水。原先有水
的井，水由清澈变浑浊，由无色无味变得有色有味。

从那时起，家家户户安装上最先进的净水器，频
繁更换滤芯。再往后，只能用这水打扫卫生、冲洗马
桶。“这水，喝是喝不得的。”

20世纪 90年代末，浯屿岛开始向外求水。

运 水

浯屿岛百姓世代讨海为生。不足 1 平方公里的小
岛，拥有 500 多艘船、全国最大的村级远洋捕鱼船队，
鼎盛时期渔业年产值超 10亿元。

亿元村的生计依赖船运，也包括水。
自本世纪初起，浯屿岛上建设了小型蓄（供）水工

程，群众从港尾镇自来水厂取水，装进船只拉回岛上，
将水蓄入池内，各家通过连接主管、次管、水表，购买
自来水入户。

全岛每日用水量约 300吨。天气晴朗时，运水船每
天早晚运水两趟，每趟 200 吨，剩余的水存在蓄水池
内。天气恶劣时，运水船停运，无法保证供水，群众只得
节省用水或就地取水，可谓“靠船运水、看天吃水”。

“集中式供水”是全村的抢手货，也是奢侈品。由
于船运水的成本高昂，每吨收取 25 元水费。郭灿辉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像他这样的 10 口之家，日均用水 1
吨，每月水费约 750 元，年缴水费约 9000 元。这对困难
群众是笔不小的负担。

“船运自来水由于二次搬运等诸多原因，水质不
符合安全标准。村里的船运水已维系 20 多年，从水的
源头、船只、蓄水池、水管一路到水龙头，全程设备早
已陈旧老化，水质的消毒过滤等过程无法保障，还是
要使用净水器才安心些。”郭灿辉笑称，再好的茶遇上
这水，也泡不出滋味。

聊到水，村党总支书记钟东升难掩愁容，让他发
愁的是岛上消防安全问题。

改革开放后，小渔村跃居龙海第一大村庄。富饶
带来的是人口数量和房屋密度的增加，房屋间的道
路纵横交错，也越发狭小，许多道路呈“一线天”。“一
旦起火，且不说消防通道，水又该从何处调度？”钟东
升说。

“每逢春节和休渔期，全村约 300条渔船在港湾内
停靠，整齐连片，一旦‘走水’，后果不堪设想。”钟东升
说，平时有两艘渔民小舢板船作为机动的消防用船，但
小船不足以同时保障灭火和救人，仍有较大安全隐患。

2022 年休渔期就曾有两条渔船发生火灾，刚好是
工作日白天，村“两委”委员和村民现场启动两艘机动
消防船，加上港尾镇大型消防船支援，大火在很短的
时间内被扑灭，未造成严重损失。这次事故有惊无险，
却敲响了警钟。

海岛陆续解决了通信、通电等问题，通水成了群
众最迫切的民生问题：一边是难以保障水质水量的高
价民生用水，一边是涉及人身及财产安全的消防用
水。两座“大山”如影随形，让村干部常常夜不能寐。

这水，该从何而来？

铺 管

跨海供水，我省不少地方已有成功先例。其实，浯
屿岛跨海供水工程的计划早已有之，但出于对浯屿岛
周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工程一拖再拖。

2023 年 3 月 29 日，浯屿岛供水工程正式开工，通
过建设跨海供水管道，连接浯屿岛与港尾镇斗美村供
水管网，纳入日供水 10 万吨的丹宅水厂供水范围。工
程由沿海大通道丹宅水厂给水管引出管线沿斗美村
入村道路，入海延伸至浯屿岛南侧码头登陆，管线沿
岛上现有道路铺设管网并延伸入户。

“在这个浯屿岛供水工程中，特别是其跨海施工
部分，可以将其比喻为搭建一座隐形的桥梁。”港尾镇
党委书记林瑞福说，工程的重难点集中在跨海段。由
于跨海穿越距离较长，必须采用对接工艺。

那么，又该如何实现精准对接？
“该跨海管道主要采取水平定向钻拉管技术，就

如同在水下使用高科技设备绘制和建造这座隐形桥
梁的支架。我们先在海底钻设两个对向的洞口，再让
这两个洞口在海底精准相遇。”施工单位福建水投水
务建设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方伟杰说，这种技术在短
距离二三百米供水管道中很常见，但是，浯屿岛跨海
管道长达 3.3 公里，海水水深约 27 米，海底岩层硬度

高，技术条件要求更高。“我们通过先进的地下导向技
术和海上测量系统，确保这两个洞口能精确对接。”

为克服后续施工难题，施工方还专门组建技术攻
关小组，持续优化施工方案。在完成对接后，将预先焊
接好的长达数百米的管道，通过水平定向钻机拉入

“隧道”中。很快，3.3 公里长的钢管一次跨海而过，成
为我省最长的跨海定向钻供水管道。

“这一过程像桥梁铺设桥面，我们则是铺设管道
确保自来水可以顺畅地从一岸输送到另一岸。”方伟
杰说，整个过程对技术要求极高，对环境影响极小。

攻克跨海段管道难题后，余下工程便迎刃而解。
浯屿岛通水近在咫尺。

通 水

4 月 28 日 12 时，供水工程试通水，20 米水柱腾空
而起，海对岸的自来水首次直达浯屿岛。

5月 8日 10时，浯屿岛供水工程正式通水。在礼炮
和欢呼声中，汩汩清水从浮宫镇丹宅水厂流入 1255
户村民家中。

“好水泡好茶，都到我家喝茶！”通水仪式后，好客
的郭灿辉热情地邀请现场的来宾，哪怕是素未谋面的
外乡人。“这下，我有底气请亲朋好友到家里做客啦！”

“放开手脚做宣传，打扫明亮迎接客人，再也不用
每次都小心翼翼地提醒游客‘水费很贵，节约用水’。”
村民余铭兴和妻子在岛上经营着一家民宿，最近，他
在民宿推文里特地注明：自来水已通，欢迎进岛。

时下虽是休渔期，但伟仔大排档老板蔡文卫比从
前更忙碌。“餐饮业用水量大，许多食客特地来此海
钓、打卡，就为一饱口福。以前，日均用水三四吨，年缴
水费三四万元，水比海鲜贵。现在，通了自来水，水质
更好、餐食更干净卫生，降本增收。”

通水当日，1598 个崭新的智能远传水表从“0”开
始跳动，每吨 25 元水费彻底成为历史。目前，岛上自
来水水费与港尾镇水费保持一致，定价为每立方米
4.3 元。按此计算，每户每年可节约 2500 元左右水费。
之后，浯屿岛还将跟随全区自来水费实行价格调整，
有望再次降价。

同日，27个消火栓首度亮相，全部蓄满“生命水”。
两日后，浯屿岛消防及殡葬运输两用船下水启用。

“新启用的消火栓、消防船及消防炮，再加上原先
两条机动消防小船，这些消防设施的覆盖范围可满足
海上和陆上的消防需求。”解决了心里的疙瘩，钟东升
及村“两委”委员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

水来了，浯屿岛发展有了更多赛道。钟东升说，
有了水就有了更多可能性，单纯的渔业将转为渔旅
融合，村里将打造海鲜一条街、浯屿步行街，提升夜
景工程建设，促进海岛旅游业态发展，让村民们有更
多盼头。

连日来，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一睹“无水之屿”的
沧桑巨变。碰到游客时，村民都会推荐村里新的网红
打卡点浯屿海岛博物馆，因为那里新添了一件“镇馆
之宝”——一个满盈着通水首日自来水的红桶。“海岛
通水是几代人的梦想，如今实现了，我们要记住这一
历史性时刻。因此，我们把这桶水做成标本，珍藏在博
物馆，标记‘饮水思源’。”钟东升说。

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通水记
8日，漳州市龙海区港尾镇浯屿岛礼炮声响彻天际，汩汩清

水跨海而来，喷涌而出。“通水了！是对岸的自来水！”岛上群众欢
呼雀跃，家家户户奔走相告，共同庆祝这一历史时刻。

浯屿岛，取名与水有关。浯字，《汉语词典》注释：形容水流中
立、平静。如其释义，海岛安静地屹于海面。

然而，这个四面环水的海岛，淡水资源却格外匮乏，被称作
“无水之屿”。岛上生活用水奇缺，从打井取水到用船运水，每吨水
费曾一度贵到 25元。40多年来，岛上居民总梦想着有朝一日能
喝上干净水。

是日，“无水之屿”通水，1255户 5200多居民终于圆梦！

核 心
提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