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殊的“电表盒”
本报记者 张 立

刘寨办事处同乐社区８号楼一个
单元，一楼２６号住户门前有一个废弃
的电表盒，这个破旧的盒子，承载着社

区数百住户对这家主人的爱心。

２６号的主人叫李文利，今年 ３８
岁，２０多岁时因感情问题患上精神分
裂症，父亲去世后，家里只剩下他一

个人。在社区委员杨祯荣的带领下，

全楼住户共同帮助他，每家做什么好

吃的，都会在李文利家门口的电表盒

上挂一份儿，李文利可以随时去拿，

就这样，小小的电表盒成了邻居们向

这名精神残疾者表示爱心的载体。

今年 ５４岁的杨祯荣 ２００３年 １０
月到社区当委员，从此承担起照顾李

文利的任务。“刚开始他不愿意我接

近，我只有硬着头皮去他家，和他聊

天交朋友，偶尔还给他一些零花钱。”

有一次李文利在院子里向杨祯荣要

钱买烟酒，杨祯荣没有给他，李的精

神当即失控，拿起地上的砖头砸向杨

祯荣，杨用手一挡，手腕被砸伤，肿了

好多天才恢复。

和精神病人交往虽不容易，但杨

祯荣还是坚持了下来，从到社区工作

至今，她每天都要去李文利家一至两

次，看着他按时服药。

杨祯荣对李文利无微不至的照

顾得到了邻居们的称赞，不少人也

伸出援手帮助李文利，可又担心他

的病会随时反复，大伙儿就想到了

利用他家门口的电表盒，把送给他

的东西挂上去，既帮助了他，又不和

他正面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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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 ２２日，是第十六届世界水日。当天，４０多名市民
代表走进东周水厂，感受高品质的自来水。据了解，东周水

厂日供水能力 ２０万立方米，始建于 １９９８年 １０月，共计投
资 ４．５９亿元，水源来自黄河滩区侧渗水。２０００年 ５月，东
周水厂建成，２００１年移交自来水公司管理，主要承担郑东
新区和东南市区供水。在参观水厂制水工艺后，许多市民

一边品尝郑东新区高品质自来水，一边感叹：“自来水真是

来之不易，今后我们更应该节约用水！”

为什么郑州东区有如此高品质的自来水？跟着记者的

镜头，你会发现自来水并非“自来”，它需要多道工序层层把

关，然后通过高品质配水管网输送到千家万户。这样，市民

在家中才可能喝到直饮水。

第一关：曝气、过滤，除去原水中超标的铁、锰金属指

标。“虽然东周水厂原水采用中深层地下水，应该说水质不

错，但这样的地下水还是不能直接供给用户。”东周水厂副

厂长宗保东当起临时 “解说员”：“因为郑州黄河滩区中深

层地下水中铁、锰两种金属指标易超标，长期饮用对人体

有害。为此，东周水厂的制水工艺中增加了曝气工艺。”曝

气工艺可增大水与空气中氧的接触，把原水中的低价铁、

锰氧化成不溶于水的高价铁、锰化合物。其次，经过过滤工

艺，利用滤料表面的氧化膜和生物作用，通过氧化吸附达

到降低原水中的铁、锰含量的目的，并有效去除水中的其

他杂质。

第二关：加氯消毒，杀灭水中的微生物。东周水厂副厂

长宗保东继续说：“经过曝气、过滤工艺后的水还不能直接

送到市民的家中，还要经过加氯消毒工艺。”井水经过长距

离的管道输送，会滋生细菌等微生物，这样的微生物对人

体来说是不安全的。为了杀灭水中的微生物，东周水厂设

置加氯消毒工艺。而且为达到持续消毒杀菌效果，按照国

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终端用户（水龙头）流出的

自来水要有一定余氯含量。

第三关：水质监测，时刻关注水质变化。在东周水厂泵

房，设置一个水质生物观测点，其中的水与水厂生产的自来

水相联，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观测水中生物的变化来了解水

质状况。其实这只是水质监测的一个小环节，为了保证水

质，东周水厂设有中心监测调度控制系统，可远程控制开停

井，还可通过在线水质仪表装置对出厂水的水质适时监测，

随时了解水中的ｐＨ值、浊度、余氯等水质信息，厂化验室严
格按照国家规定对按国家规定的检测项目，对水质做２４小
时全面的跟踪理化分析，多层检测严把出厂水水质关。

第四关：优质管材，高品质自来水可以“安全”抵达用

户家中。优质的自来水只有通过高品质的供水管道才能

“安全”输送到用户家中。据郑州市自来水总公司供水工程

管理部副主任仵慧珍介绍：“郑东新区建设以来，郑州市自

来水总公司已经在该区域投资１．６亿元，铺设了高质量的
给水球墨铸铁管 １６６公里，球墨铸铁管具有耐腐蚀的优
点，优质的出厂水可以通过这种管网“安全”抵达千家万

户。而且这种管材还有良好的延伸性，将铁和钢的优点结

合在一起，不容易发生管道爆裂。

“除东周水厂生产的自来水可以直饮外，我市西郊石

佛水厂生产的自来水也可以直接饮用。柿园水厂、中法供

水有限公司（原白庙水厂）的出厂水也符合国家《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郑州市自来水总公司副总经理李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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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羡慕郑东新区的市民可以饮用高品质自来水的同

时，回头看看老城区的饮水状况，管网老化和二次供水管

理混乱，这两大瓶颈把高品质自来水“拒之门外”。

瓶颈之一：管网严重老化问题。由于历史原因，

１９９８年以前，郑州城市供水管网所使用的主要是灰口铸
铁管、普通钢筋混凝土管和镀锌管，年代久远、材质较

差，容易影响供水水质。截止到 ２００７年底，郑州市供水
管网总长度达 ２０３５公里，其中有 ６００多公里的管网是铸

铁管、普通钢筋混凝土管和镀锌管，超过管网总长度的

３０％。这６００公里管道中，相当一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敷设的，已经用了近半个世纪，对自来水水质影响非

常严重。

为改善市民用水质量，２０００年以后，郑州市开始推行
自来水一户一表改造，凡是改造的用户，不合格的庭院旧

管网一律更换，而改用耐腐蚀、不易生锈的球墨铸铁管和

ＰＥ管，入户管道采用ＰＰＲ管材，并尝试使用钢塑管材。但
是由于资金及协调困难，户表改造进展十分缓慢，到 ２００８
年２月底共改造２２．８万户，仍有大量用户需要改造。

此外，庭院管网的建设一般由开发商或产权单位自行

负责，为降低成本，有些单位不愿采用优质管材。由于管道

属于隐蔽性工程，自来水公司只能在管道建成后，进行冲

刷验收，检验管道出水是否符合国家标准。由于管材都是

新的，此时水质的检测结果往往都是合格，但随着管道老

化、腐蚀等，对自来水的水质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

参观中，有市民提议，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统筹

安排，给予供水企业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加快对城市供

水管网的更新改造步伐，使各个水厂生产的高品质自来

水， “安全”地到达用户家中。

瓶颈之二：二次供水管理混乱问题。随着城市建设

的发展，城市中高层和小高层建筑日益增多，二次供水

设施也随之增多。据统计，２０００年以前，郑州市二次供
水设施不足 ３００套，到 ２００７年已达 ９４８套，其建设和管
理存在诸多问题。

《郑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以下称《供水条例》）规

定：“安装二次供水设施，必须报经城市供水单位同意，并签

定协议。”但据自来水总公司供水发展部主任韩晓峰介绍，

在近两年新建的高层、小高层楼盘中，一半以上没有申请

二次供水准用证，许多开发商擅自与供水管网直接连通，

对公共管网造成二次污染，也影响到附近居民正常用水。

二次供水设施由于密闭不严、冲洗消毒不及时等原

因，很容易滋生细菌、病毒、原生动物、藻类等，从而

影响用户身体健康，使饮用者感到恶心、呕吐、腹胀、

腹泻，严重的甚至发病。如果二次供水设备管理不善掉

入携带有病菌的虫子、老鼠等小动物时，污染水质可导致

二次供水系统用户发生集体性水媒疾病，如腹泻等，严重危

害人体健康和扰乱居民生活秩序。自来水公司负责二次供

水清洗消毒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东周水厂供应的是高品

质的自来水，管网也是最优质的管材，但如果高层建筑的二

次供水设施设备不及时清洗消毒，优质的自来水也难以到

达用户家中。”

造成我市二次供水现状的原因何在？据郑州市自来水

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一些二次供水设施产权单位和

管理单位不愿意管，因为管理需要运行、维修维护、

清洗消毒、人工、水质检测等费用，这对他们来说是

个不小的开支。部分濒临破产或倒闭的企业无人管理，

有的二次供水设施长年没有清洗过。也有的是因为房

改房后，二次供水设施产权转为多业主管理，无人牵头

造成无人管理，即使有些物业公司管理起来，他们往往

选择收费较低的非专业清洗队伍，清洗效果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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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供水条例 １９９４年批准，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１年进行
两次修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目前该条例已经不能

适应城市供水要求，主要表现为强制力不够、执法主体

不明确、管理职责不清晰等。 “要想改变供水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首先应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行业专家建议，２００６年，市政局申请有关部门重
新修订 《供水条例》，但由于当年需要制订和修订的法律

法规太多，未列入计划。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北京、广州、西安、天津、

重庆等地，关于二次供水都出台有专门法律法规。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市二次供水管理走在前列。据了解，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重庆市成立二次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二次
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是市政府授予城市二次供水特许经营

权的专业公司，该公司从水质、运行、维护、业务等全

过程为二次供水的用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逐步对现由

物业公司管理的二次供水进行改造并纳入公司管理。

其管理内容为：建设单位将住宅区二次供水系统委托

二次供水公司设计、施工建设；建设完成后，住宅区内二次

供水设施、供水管道、计量水表移交给二次供水公司进行

运营管理；移交管理后，由二次供水公司负责住宅区二次

供水设施的运行管理和日常维护，并按照一户一表的要

求，负责抄表收费等运营管理；二次供水设备属住宅区公

共设施，产权属于住宅区全体业主。二次供水设施的维护、

大修由维修基金支出。三是价格采用统一标准，市民不会

再用高价水。四是出现用水事故后，不用再找物业公司，只

要打二次供水公司的报修电话即可。

第１６个世界水日把 “涉水卫生”确定为主题，足见

全世界对水卫生的高度重视。企盼郑州市加快对 《供

水条例》的修订或者制订二次供水管理专门法规，明

确自来水用户、二次供水设施的产权单位、委托管理

单位、自来水公司及政府管理部门的权利、义务和职

责，推行二次供水设施强制清洗、消毒及水质监测，

使自来水公司对二次供水设备的管理，对二次供水设施

的清洗、消毒和水质监测有法可依。同时，希望政府相关

部门出台关于二次供水设施委托管理、移交、收费等相关

配套政策。

目前，全球约１１亿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每年有
３１０万人因饮用不洁水患病而死亡……面临全球性的
水资源安全问题，没有人能够袖手旁观。３月 ２２日，第
１６个世界水日把主题定格为“涉水卫生”。

为让郑州市城乡人民都能喝上安全、优质的自来

水，今年，郑州市自来水总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城市供水

各个环节的管理，从水源、水厂运行、管网维护、户表改

造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科学管理，大力加强技术改

造和工艺完善，保障水源、水质和供水系统安全。用郑州

市自来水总公司“掌舵人”张湛军的话说，就是要把从

“水源”到用户“水龙头”的一切事都做好。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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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丽霞 实习生 兰晓伟／文 李怀明／图

在新敷设或者改造供水管网时，市自来水公司全

部采用耐腐蚀对水质不会发生二次污染的球墨铸铁

管材。

自来水公司的二次供水清洗队伍正在

对一地下水池进行清洗。

黄河水成自来水如此复杂
市民代表走进水厂参观

本报讯 （记者 张丽霞 通讯员

宁琳）“自来水其实并非自来！”２２日
上午，第一次走进水厂的市民代表赵

国惠在参观完东周水厂制水工艺后，

感叹地对记者说。

当日上午，来自社会各界的４２位
市民代表，先后来到黄河滩区原水井、

原水车间、东周水厂化验室，亲眼目睹

了自来水曝气、过滤、反冲、加氯等系

列处理工序和工艺流程。据介绍，我市

沿黄河大堤内外约 ８４平方公里范围

内，有７２眼１００～３００米深的原水井，
黄河侧渗水通过敷设的两条直径为

１．２米、长 １４．２公里的输水管道，被送
到位于郑东新区的东周水厂进行二次

处理。

４２位市民代表兴致勃勃参观完
整个制水工艺流程后，还在东周水厂

品尝到郑东新区高品质直饮水。“真

没想到自来水生产工艺如此复杂，今

后大家应该进一步增强节水意识，珍

惜水资源。”市民王汴征说。

炎黄巨塑一年引客７５万
成为我市又一国际旅游名片

３月２２日上午９时，记者在郑州
黄河风景名胜区门口看到，大大小小几

十辆旅游大巴、自驾车排成长龙，其中

两辆标有韩国旅游观光团字样的大巴

格外引人注目。据带团的中州国旅导游

介绍，这５０多名韩国游客把中原之旅
的第一站就选定在黄河风景名胜区。

站在气势恢弘的炎黄广场，仰望

威严的“炎黄二帝”，听着导游熟练的

韩文讲解，韩国游客沉醉在对中华远

古文明的追思中……自 ２００７年 ４月
１８日盛大的炎黄巨塑落成庆典举行
以来，高达１０６米的炎黄巨塑已成为
郑州又一“国际旅游名片”。四面八方

赶来祭拜始祖的游客纷至沓来，折射

出炎黄文化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而你只要在百度上搜索“炎黄、郑州”，

竟出现３２万余条相关信息。可以说，
炎黄巨塑的落成引发了新一轮炎黄文

化旅游热，使黄河风景名胜区成为国

内乃至海外的著名旅游目的地。

黄河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主任雒

国栋说，以往提到寻根游，人们首先

会想到新郑黄帝故里。随着炎黄巨塑

的落成和炎黄广场的建成，郑州寻根

拜祖游已形成“黄帝故里———黄河胜

景———炎黄圣地———姓氏文明之源”

这样一条全新线路，郑州寻根游产品

也更加丰富。目前，省内多家旅行社

都向海外推出了以“炎黄圣地、黄帝

故里”为主要内容的寻根游线路。“去

年‘十一’黄金周短短 ７天，我就来黄
河风景名胜区 ５次，没办法，现在寻
根拜祖游、文化寻根游急剧升温，希

望来这里的游客太多了！”河南旅游

集团导游李娜对记者说。

统计数字显示，炎黄巨塑落成近

１年来，黄河风景名胜区共接待国家
级领导 １１人，省部级领导 ８７人，海
内外游客７５万余人次。目前，该景区
已与近百家旅行社建立长期业务来

往。不少资深业内人士称，炎黄巨塑

旅游产品的成功推出，不但丰富了郑

州文化旅游产品内涵，还有力拉动了

郑州入境游，对改善郑州游客结构起

到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成 燕

通讯员 郝宏伟 王 颖

大型仪器 大家共享
近千台设备走出“深闺”市民和企业均可申请使用

本报讯 （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郝许

峰 杨勇）昨日，郑州华硕精密陶瓷有限

公司的员工来到相距不远的郑州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利用该校有关仪器完成

了基础粉料的性能检测。以前需要到北京

花三四天才能完成的检测，现在一个上午

就完成了。这种便捷得益于郑州大型仪器

共享平台的建成投用。

其实，以前像华硕公司 “东奔西走”

检测样本的经历在国内十分普遍。由于部

门、地域条块分割，一方面大量中小企业

不得不远赴外地寻找仪器检测产品，一方

面同类仪器却躺在附近的实验室里 “饿肚

子”。据不完全统计，郑州地区至少有 １１
台用于常规检测的色谱分析仪，而 ３台已
能满足全市检测需求。

为解决这一问题，市科技局决定构建

郑州地区科技资源共享平台。２００６年 ９

月，郑州大型设备共享平台开通。目前，

加入郑州大型仪器共享平台的各类检测机

构已达 ６０余家，纳入共享平台的仪器设
备数量达 ９５６台 （套）。 “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科技资源，通过统一的共享管理模

式和服务流程，得到一定程度的盘活。

华硕公司的总经理蔡鸣喜滋滋地告诉

记者，通过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该公

司每年可节约检测费用１５０万元以上。
不仅如此，除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平台

外，目前我市建设的科技资源共享体系还包

括科技文献、科技数据、成果交易、制造

业信息化等十大共享平台，无论是企业用

户，还是普通市民，均可登录市科技局门

户网站———郑州科技港免费查询相关信息。

今年促万人脱贫
改造中低产田１０万亩

本报讯（记者 梁晓）

记者从 ２１日召开的全市
农业综合开发暨扶贫开

发工作会上了解到，今年

全市要完成和解决温饱

贫困人口１万人。市领导
栗培青、王林贺、岳喜忠

出席会议。

据了解，十六大以

来，我市扶贫开发共投入

资金 ３．２１亿元，４万多人
实现脱贫，贫困乡镇农民

收入由 ２００３年的 ８００多
元增长到 ２００７年的 １６００
元。另外，目前我市贫困

村自然通水率、通公路

率、通电率、通广播电视

率分别达到 ４９％、６４％、
９９％、７７％，分别比 ２００１
年提高了 ５个、４０个、４７
个、４８个百分点。

据悉，全市现有的

４４４．８万亩耕地中仍有
１４３万亩中低产田，还有
３８万亩荒地需要平整和
治理。王林贺要求，从今

年开始每年要改造中低

产田 １０万亩以上，力争
在 ２０２０年完成全市 １４３
万亩的改造任务。

人民监督员人大任命
郑州在全省率先实行

本报讯（记者 王一博

通讯员 王青 张胜利）“检

察机关监督别人，谁来监

督检察机关？”随着人民监

督员制度的逐步建立，如

何让人民监督员工作更

具公信力，近日我市检察

机关在全省率先实行了

“人民监督员由人大常委

会任命”的新模式。

“此次监督与以往不

同，通过人大常委会任

命，我感觉自己作为一名

人民监督员的责任更大

了！”人民监督员赵玉岭

深有感触地说。河南省政

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

张建成认为，人大选任人

民监督员符合我国宪法

规定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

的地位，决定了人民监督

员经人大确认，更具有监

督检察机关的权威，监督

权的行使才有更为有力

的保障。

千人宣誓：做文明市民
“我宣誓：作

为郑州市民，一

定做到爱 国 守

法、明理诚信、团

结友善、勤俭自

强、敬业奉献牞为
郑州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作出

自己应有 的 贡

献！”昨日上午，

管城区近千名居

民、医护、师生代

表庄严宣誓，要

和家人一起做文

明市民，为创建

作贡献。

本报记者

李 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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