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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载埋头江南岸 换得碧水入江去
——江南污水处理及截污纳管工程建设纪实

■记者 黄君君/文 孙凛/图

清·嘉庆瑞安县志《永嘉谱》云：“地尝为海，舟楫往来之处，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即此。”瑞安自古水乡，因水而兴、因水而富、因

水而美。飞云江南岸和北岸虽仅一江之隔，但两岸的发展步伐一直未能同步。

早在2009年，江北片污水处理厂就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如今已达到日处理污水14万吨，而居住在江南片的人们还一直在翘首

等待一座大型的污水处理厂建成。其实，2014年，江南污水处理厂就已建成。“因配套的管网工程建设难度大，迟迟未能运行，江南

污水处理厂就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等待着污水。”市市政园林局局长张永芬说。

今日，将随着江南污水处理厂的进水阀门打开，发黑发臭的生活废水、工业污水从地下管道中奔涌而来。这些被人们厌弃的污

水经过过滤、沉淀、消毒等一系列处理流程，最终以“清水”的身份重生，流入飞云江中。至此，备受市民关注的江南污水处理厂一期

工程正式宣告建成投用！

“江南污水处理厂是飞云江南岸第一个大型的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它的建成投用，对改善江南片的生态环境，以及推进全市

‘五水共治’有着重要的意义。”张永芬说。

五水共治，治污先行

飞云江南岸的仙降、林垟

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霞落凫飞

水天共一色，泽深鲤跃物我乐

忘归。”林垟谢吉轩老先生撰写

的对联，道尽了飞云江南岸林

垟湿地醉人之景。然而，在城

镇化和工业化的多重压力下，

这片得天独厚的城市“绿肺”面

临着严峻挑战。

生活污水与工农业废水直

排入河，加之上游水源污染顺

流而下，湿地水质一度劣于 V

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的种

类与数量大幅减少，原生水生

植物分布面积急剧缩小，林垟

湿地遭受重重考验。

这样的场景不仅发生在林

垟湿地一处，2013年初，“悬赏

20万元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

事件让瑞安的水问题成为了舆

论的焦点。

五水共治，治污先行。建设

一座大型的污水处理厂和铺设系

统的污水收集管网迫在眉睫。

2011年年底，一个惠及飞云江南

岸数十万人口的治污工程——江

南污水处理工程第一标段就已开

工建设。2012年年底，江南污水

处理工程全面开工建设。

该工程得到了市委市政府

的高度关注。2012年，市委书

记（时任市长）李无文一上任就

命令指挥部加快项目建设，大力

推进污水处理厂和污水管网工

程建设。以后，他多次为江南污

水处理厂管线铺设问题出面协

调。2015年，市长陈胜峰上任

后即多次召开协调会，落实解决

江南污水处理厂管线铺设问题。

据了解，江南污水处理厂

一期工程包括建设一座占地

74.1 亩、处理能力为 2.5 万吨/

日（远期10万吨/日）的污水处

理厂和尾水排水管，及相配套

的总长 24 公里的污水主干管

和3座污水泵站，总投资约3亿

元，服务范围为仙降街道（除江

溪外）、飞云街道和南滨街道。

克难攻坚，加快进度

软土地基施工难、审批

难、政策处理难、杆线迁移难

……在 4 年的时间里，建设者

们遇到了层出不穷的困难。

2009年，市市政园林局委

托专业设计单位对江南污水

处理工程方案设计，并经过多

方考察，阁巷围垦区成为最终

的选择。“将江南污水处理厂

厂址调整到围垦区域内，既可

以避开原先选址为农保地的

审批问题，也可以避免征地及

政策处理的麻烦。”市给排水

工程建设办公室工程技术科

科长赵利群说。

然而，围垦区内松软的地

质成为建设者们需要克服的

最大难题。江南污水处理厂

工程场地位于飞云江入海口

南侧冲海积河口相滩地，土质

和周边环境较特殊，而设计单

位采取了拉森钢板桩往后反

拉结构做支护的方案，“拉森

钢板桩需要拉结筋拉住，可

是，围垦区都是豆腐一样的地

质，根本拉不牢。”赵利群说。

为了杜绝后续可能出现

的质量问题，市市政园林局组

织本地专家对方案进行论证，

又邀请本地在基坑方面有经

验的单位进行重新设计。经

过几轮的专家论证，抛弃了原

先的拉森钢板桩往后反拉结

构做支护的方案，采取重力式

挡墙作为基坑的支护，并用网

格状的高压旋喷桩加固。

事实证明，重新设计的方

案是非常成功的。生反池在

开挖之后，没有发生任何的坍

塌事故，基坑也没有隆起。赵

利群说：“虽然造价增加了不

少，但工程质量和安全都得到

了保障。”

审批，成为管道铺设中最

让人揪心的环节。江南污水

收集系统工程的管道从仙降

上林路沿着 56 省道北侧铺设

污水管道，途经仙降街道、江

南新区、飞云街道、南滨街道，

一直延伸到阁巷新区，最终接

入江南污水处理厂，管线全长

约24公里。

可是，在最初的计划中，

管线长度只有 22.4 公里。“原

先，我们打算将管线直接沿着

56省道的铁路下方穿越，但最

后只能先绕到飞云江那边的

铁路大桥，再绕回56省道。”赵

利群说。在设计方案时，也曾

有 铁 路 部 门 负 责 人 参 与 会

议。而直到施工前办理审批

手续时才得知，铁路下方全是

密集的管桩，根本无法穿越。

绕道飞云江边的铁路桥，

也有不少的问题。考虑到铁

路安全问题，穿越铁路大桥近

100 米的管道，只能需要由铁

路部门重新设计、建设。而

后，负责政策处理的曾卫胜开

始了漫长的出差之旅。“上海、

杭 州 、宁 波 来 回 跑 ，多 次 往

返。有时候还在回来的路上，

又因为一点点问题，得再调头

回去。”曾卫胜说。

飞云街道林泗垟村的一沉

井问题也因审批环节拖了近两

年的时间。“上游的管线已经铺

设好，下游的处理厂也已经建

设好，可最重要的沉井问题迟

迟未能解决。这个沉井是经济

开发区污水流出唯一的接入

口。”张永芬告诉记者。由于牵

涉到军事管线等多个问题，市

委书记李无文，市长陈胜峰，市

委常委、副市长冯金考多次出

面协调，2015年6月，该问题终

于得到顺利解决。

政策处理是每个实体工

程都会遇到的难题。管线铺

设任务是整个工程中最初始

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环，牵涉

到的沿线村民不计其数。如

何安排赔偿，如何进行沟通协

调，成为最大的挑战。

因飞云街道繁荣村村组

织换届选举，工程建设遇到了

很大的困难。施工人员只能

等候在田头，等待施工指令。

在飞云街道的大力支持下，在

多次开会协调后，工程才得以

顺利进行。原先计划建设4个

泵站，最终因为种种原因缩减

为 3 个。其中，很大一个原因

是邻避效应产生的。“仙降的

泵站就几易其址，其中一个村

就是担心泵站会带来不良影

响而拒绝泵站落地。”政策处

理科科长曾卫胜说。

建设虽难，但该项目得到

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在

市政府的协调部署下，各相关

部门单位在人员支持、审批简

化、政策处理等方面全力服务

工程建设，形成了工程施工的

强大合力。“这个工程牵涉到

56 省道沿线 3 个街道 45 个村

庄，不仅得到了沿线街道、村

居的支持，也得到了公路、交

警、土地、电力等多个部门的

配合。”曾卫胜说。

始终将质量和
效益放在首位

质量是工程的生命。如何把

江南污水处理工程建设成高质量、

高规格的工程，以及建成后的管理

与保护工作一直是建设者们不断

思考的问题。从工程设计单位、监

理单位、施工单位的选择上就可见

建设者的用心。“中标的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都是市政行业的领军单

位。”张永芬说，同时，该工程不断

加强质量管理制度建设，完善质量

管理体系，创新监管方式方法，质

量监管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在江

南污水处理工程建设中，该工地成

为省级标准化施工工地，尚属我市

市政工程中的首例。

在最早的规划中，江南片要建

设3个污水处理厂：仙降一个、飞

云两个。“建污水处理厂就意味着

要占地，期间涉及的征地费用及后

续处理问题无数。”赵利群说，在对

建设及运行成本进行测算后，最终

打算将仙降和飞云的污水集成输

送到一个大型的污水处理厂中。

在江南污水收集系统工程沿

着 56 省道埋设污水主管网的同

时，江南水厂原水输送管、净水管

也在施工。“这样既能省去二次开

挖所花费的人力物力，也能减少政

策处理带来的麻烦。”张永芬说。

2015年11月，我市重点工程

项目江南污水处理工程PPP项目

完成签约。浙江富春紫光环保有

限公司获得江南污水处理厂项目

30年的特许经营权。“政府引进社

会资本参与其中，可以为了缓解供

求矛盾，开创企业与政府合作的新

模式。”公司经理陈显俊说。

“江南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虽

已建成投用，但截污纳管工程任务

还很艰巨。目前，近10个三级管

网截污纳管工程已完成的只有3

个，离真正的污水应收尽收、水清

河浚的目标还很远。”张永芬如是

说，“但我们相信，经过努力，‘俯仰

两青空，舟行明镜中’般的美景定

会重现。”

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

江南污水处理厂江南污水处理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