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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突然有自来水
了，一开始比较脏，今天的
水干净多了。”20日，村民
吴女士满是欣喜地说。据
了解，17日，海都记者介入
后，南屿镇政府组织南屿
水厂、高新区水务、青源公

司现场勘查，督促南屿水
厂检查管路是否存在漏损、
水压是否正常。同时，制定
并实施从南屿水厂供水转
变成青源市政供水应急供
水方案。2 月 18 日傍晚，
该区域用户已基本实现通

水，水压陆续恢复正常。
南屿镇政府相关工

作人员说，飞凤山过江管
道、该管道出土点至南屿
镇市政干管的施工均已
完成，待高新区水务公司
正式接手南屿镇供水业

务后，二者管道将会相
连，农村新建管道也会全
部接入市政干管，实现水
质与水压全面提升，预计
在 2025年上半年完成，届
时，坎水村长期供水问题
有望得以解决。

南屿多“管”齐下 为坎水村“解渴”
福州南屿镇启动应急供水方案，200多户村民家已恢复供水，将来供水管道接入市政

供水网后可保障长期供水

□“停水20余天 多户村民‘借水度日’”追踪

海都讯（记者 梁展豪）
21 日，海都报报道了福州部
分公厕半夜后完全关闭、部
分公厕全时段开放一事（详
见 2月 21 日 A03 版报道）。
报道发出后，福州市城市管
理委员会相关领导高度重
视。为进一步优化城市公共
服务，提升市民生活品质，2
月 25日，福州市城管委组织
各区召开五城区公厕服务提
升贯彻落实部署会，全力打
造 5.0版福州公厕管理模式，
开启新一轮“厕所革命”。

针对海都报报道中提到
的夜间如厕难题，福州市环
境卫生中心要求各区重新
评估辖区内环卫公厕夜间
开放情况，依据不同地段和
季节特点，合理调整夜间开
放时间，并于公厕外墙及部
分邻近导厕牌设置夜间可
见的灯箱，清晰标示开放时
间，方便市民夜间找寻使
用。同时，各区要通过实地

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
市民真实诉求，增强评估透
明度和公信力。

为保障夜间公厕的良好
运行，完善管理机制至关重
要。福州市环境卫生中心还
要求各区在 3月 10日前完善
公厕夜间开放期间的保洁、
巡查、监督和应急等机制方
案，并在方案中明确夜间管
理经费、人员工资的落实情
况，同时公布群众监督投诉
电话，确保管理透明化、规范
化，提升服务质量。

在细化保洁标准上，福
州市各区将在 3月 10日前重
新梳理城乡公厕标准，针对
城市、城乡接合部（县城区）、
农村三类区域，进一步优化

“十无五有”标准，为不同区
域的公厕保洁提供更精准的
指导。

为拓展公厕资源，各区
将动员热心商铺开放公厕给
市民群众使用，于 3 月 25 日

前完成动员工作，进一步缓
解市民如厕难题。此外，市
区两级将于 3月 10日前完成
夜间如厕服务热线电话设
置，并按统一表格做好接诉
登记，确保市民诉求能得到
及时回应。

在智慧化建设方面，“福
码找厕”小程序将提前至上
半年完成，3月15日前完成前
置手续，抓紧收集非环卫公
厕信息数据，完善夜间开放
情况。

福州市城管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公厕服务提升
工作，是福州市提升城市精
细 化 管 理 水 平 的 重 要 举
措。通过科学评估开放时
间、强化管理机制、拓展公
厕资源、推进智慧化建设等
多方面工作，福州市将以更
高标准、更优服务，满足市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需
求，为打造宜居宜业的幸福
之城贡献力量。

让夜间“方便”更方便“厕所革命”升级
福州将加大公厕夜间开放科学评估力度，新增灯箱导引、监督热线、“福码找厕”

小程序等便民举措，进一步服务好群众

□“部分公厕‘打烊’市民深夜‘如厕难’”追踪

N海都记者 郭思琪 吴诗榕 见习记者 蔡怡晴 文/图

2月17日，福州南屿镇坎水村的张女士拨打海都热线968880报料称，她家
已有二十来天没有自来水了，部分村民用井水或到山里打山泉水，还有不少村
民“借水度日”。经本报报道后（详见海都报2月19日A04版报道），南屿镇政府
通过多方协调，启动应急供水方案，目前200多户村民家已恢复供水。

但村民担心，应急方案只能解“一时之需”，何时能长期稳定供水？20日，记
者再次深入了解。福州南屿镇表示，间歇性断水根本原因在于水源地供水不
足，预计今年上半年，高新区水务公司将接手南屿镇供水业务，届时将启用飞凤
山过江供水管，把农村管道全部接入市政管网，保障坎水村村民长期供水。

“今年这水一停就是二
十多天，好在最近恢复了。”
20日，60岁的王大爷回忆说，
自 2020年起，村里每年就仅
有短短几个月能有自来水的
供应。

据了解，为满足日常用
水需求，坎水村的两百余户
村民中，近百户村民自掏腰
包，打井取水。十户人家共
用一口井，从打井到铺设水
管、电线，每户都要投入近万
元。不过，曾有村民将井水
送去检测，发现未达饮用标
准。后来，为了能喝上一口
安全水，村民们各自想方设
法。租户叶大姐驱车前往几
公里外的千山兜运水，山路
复杂，每次去都要十几分
钟。独居的村民林先生，每

月购买桶装水的费用在80元
左右，比普通民用水价格高。

地势稍高一些的住户还
面临着水压不足的困扰，自
来水难以流进他们的家中。

“这是 2023年南屿镇农村供
水工程（一期）时建设的，白
色管道要自己接，一户得花
1000元左右。”林先生指着屋
外那条露出地面的蓝色管道
说，本以为接上就能有自来
水了，没想到还是等不来
水。林先生所在的楼栋 5层
高，共24户，为了解决水压太
低的问题，大家凑钱买了水
泵，看着滴滴作响的水泵在
空转，林先生也不知如何是
好。“真心希望我们村自来水
常年断水、水压不够的问题
能彻底解决。”

村里常年断水
希望能彻底解决

坎水村因何常年缺
水？水源是一道难题。坎
水村水源来自距其 8公里
左右的莲芳水库，于 2000
年左右建成，库容量仅
548 万立方米，为小型水
库，只能依靠雨水来维持
供水。水库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近几年来，南屿镇镇
村经济发展快，镇里人口
翻倍。“人口多了，用水量

就增加了，而且今年干旱，
水库里的水位低到水坝无
法将其加压排出。”

据悉，2021年 1月，由
于南屿镇旱季水库库容不
足，南屿镇应急供水工程
启动建设，同年 3 月投
用。有关项目牵头单位福
州高新区水务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张先生说，此前，
南屿镇农村供水内部管道

使用年限较久，管道漏损
严重，水务公司近年来出
资启动南屿镇农村供水改
造工程，一期包含中溪村
（含坎水自然村）在内的供
水改造工程已完成并暂由
南屿水厂启用。截至2025
年 1 月，福州飞凤山过江
供水管建设已竣工，但与
南屿镇的水管还未相连。

水务公司此前多次走

访坎水村，正常市政供水
压力达 14米以上，但该村
本身地势较高，再加上村
内部分自建房有 4~5 层，
离地高度超过 20米，使得
水压难以满足高层住户的
用水需求。张先生认为，
是水源、水压、水管等多种
原因导致了坎水村缺水，
要解决缺水问题，应该改
变原有供水模式。

解决缺水问题 应改变供水模式水务公司：

将接入市政供水网 解决长期供水问题部门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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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部分公厕“夜
间闭门”，夜间如厕成了
外卖骑手、代驾司机、游
客等人的“急难”困扰。
该 现 象 经 海 都 报 报 道
后，福州市城管委立即
组织各区召开五城区公
厕服务提升贯彻落实部
署会，开启新一轮“厕所
革命”。仅用四天时间，
福州便将“民生痛点”转
化为“治理亮点”，这场

“急速响应”不仅是对具
体问题的破题，更是对

“人民至上”治理逻辑的
生动诠释。

在城市生活的宏大
叙事里，公厕虽小，却关
系着每一位市民的切身
感受，是衡量城市文明程

度与服务水平的重要标
尺。让越来越多的公厕
深夜不打烊，让城市夜归
人不必因“内急”而焦虑，
这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
生动实践，彰显了“以人
为本”的价值追求。当城
市能满足人们这些看似
微不足道却又实实在在
的需求时，市民对城市的
认同感与幸福感也会随
之提升，“幸福之城”的建
设便有了更坚实的群众
基础。

福州公厕管理模式
转变背后，还彰显了城
市治理对民意的高度重
视，以及快速响应、高效
落实的行动力。这一速
度与温度，也为城市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良
好的公共服务是城市竞
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能够迅速解决市民

“急难愁盼”问题的城
市，必然能够吸引更多
的人才和资源，为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福州在公厕管理
问题上的快速行动，向
外界展示了其高效的城
市治理能力和浓厚的人
文关怀，有利于提升城
市 的 整 体 形 象 和 美 誉
度，为城市的未来发展
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相信，有这样的速
度，有这样的温度，福州
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一醉）

□海都锐评

“福州速度”背后的“民生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