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夯实品质生活

基础设施，犹如城市的筋骨，

只有筋强骨健，城市才有活力。

58 年前，瑞安第一座变电

所竣工投运，曾经被看作奢侈品

的电灯，慢慢“飞入寻常百姓

家”；54 年前，城关水厂建成通

水，瑞安城区居民用上了自来

水，从此告别去郊区山边挑水、

运水的日子；30年前，飞云江大

桥建成通车，“走遍天下路，最怕

飞云渡”这一千古哀叹就此终结

⋯⋯一个个历史坐标点，连成了

70年来瑞安的成长轨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市大力

推动交通、能源、水利、信息“四张

网”建设，一项项基础设施，搭起

瑞安城市发展骨架，改变群众生

产生活方式，奠定了社会经济长

足发展的一块又一块基石，城市

建设翻开崭新的一页。

■记者 陈丹丹/文
通讯员 王国盛 沈超凡/图

基基建建 交通交通 从寸步难行到顺畅便捷

水利水利 从外挡水患到内添美景

瑞安临海临江，在所有的自然灾害中，影响最

广、危害最严重的灾害是洪灾。新中国成立前从有

历史记载起，几乎年年有灾，甚至一年几灾。新中

国成立后至 2007 年的 58 年间，我市因台风暴雨引

发的各类洪涝灾害有43次。

市民张先生今年 40 多岁，家住南门码头附

近。在他的记忆中，南门漫水是以前常有的事。“过

去，每逢大潮水或台风暴雨时，南门渡口至西门小

马道一带经常漫水，水深有时过膝。”

70 年来，我市大力推进排涝硬件设施建设，加

大雨水管道新建、提标改造和雨污分流改造工作力

度，加快雨水泵站等强排设施建设，整治、疏浚河

道，大幅度提升城市排涝能力。

“俯首两青空，舟行明镜中”。今年年初，飞云

江畔的一座刚刚完工的七彩堤坝成为市民朋友圈

里的“网红”。这是飞云江治理一期工程，建成后，

有效提高飞云江南岸防洪排涝能力。同时，绵延不

断的彩堤，将散落在沿江的美丽田园、乡村和文明

城镇串成一条休闲特色的旅游观光带。

9月底，滨江大道西延伸线建成通车，标志着滨

江大道防洪工程这项综合性工程圆满收官。三十

年磨一剑，滨江防洪工程构筑城区防洪堤闭合体

系，消除瑞城百年水患，我市城市防洪从 5 年一遇

提升到50年一遇。

打开历史的档案，可以发现 70 年前瑞安交通

的窘迫。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我市交通靠“一江

两河”（即飞云江、温瑞塘河和瑞平塘河）的水上运

输为主，仅开通了4条航线，轮船较为简陋。

经济要发展，交通须先行；民生得改善，交通来

开路。

70年沧桑巨变中，瑞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从瓶

颈制约到优势支撑。尤其是近 15 年来，瑞安以建

设“七纵三横一环”公路主网络和乡村“康庄工程”

为重点，以实现半小时交通圈为目标，先后修建了

高速公路、等级公路、高速铁路等交通道路，城乡各

地建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并开通了动车、高铁。

曾经，天堑横亘面前，乡村闭塞难行;如今，十

几座大桥横跨飞云江，一条条高速路农村路四通八

达，市民来往市区与湖岭、高楼和温州市区及永强

机场等地，正常情况下1个小时内便可到达。

曾经，长久伴随人们出行记忆的，是拥挤、缓

慢、闷热、一票难求的长途客车；如今，瑞安动车站

的年均客流量达 200 万人次，从瑞安到福州、杭州

分别约需 1 小时 50 分和 2 个半小时，睡个短觉,便

已身在异乡。

交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使得群众出行越来越

便捷，也因此收获了经济社会阔步前行的澎湃动力。

桐浦镇云峰山区，群峰环绕，烟波浩渺。近年

来，一条条致富路通到大山深处、修到村民家门口，

与之伴随的是，城乡公交车也开到了深山，通到了

村民们的心坎里。

“道路修通了，车辆进出便捷，客流往来频繁，土地

才能盘活，村民的钱包才能够鼓起来。”云峰村党总支

书记毛垂孟说，当前该村正着力打造康养休闲小镇，是

发达的农村路网，给了云峰村实现振兴致富的底气。

“经过 70 年建设，瑞安从无路，到有路，再到走

得顺畅、便捷，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市交通运输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瑞安正以建设互联互通之城为目

标，逐步健全综合交通体系。将来，市域铁路 S2 线

建成后，瑞安还将主动融入温州都市区。

能源能源 从“难用能”到“用好能”

水、电、气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脉络”，也是

城市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

夜幕降临，大地上亮起来的一盏又一盏灯光，

映射出这些年来我市不断加强电网建设，确保电力

供应的发展之路。

据悉，新中国成立前，尽管成立了南堤电灯厂

（后更名为南堤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但电还很稀

缺，仅供个别商店、茶楼照明使用。新中国成立后，

我市电力建设翻开全新的一页。

从自制配件抢修供电线路到首座变电站投运，

从靠柴油机发电到电网建设不断提速⋯⋯如今，瑞

安电网已经覆盖全市，供电面积 1271 平方公里，供

电人口121.6万人，用电客户64.85万户。

相比电力发展，我市供水事业起步要晚得多。

1965 年 5 月 1 日，我市第一座自来水厂——位于西

砚山的城关水厂建成通水，初期选择市区沿街或居

民稠密区中心，设立 42 个给水处，每处安装 2 个水

龙头，指定专职放水员负责收费，居民从给水处挑

水回家使用。1976 年、1983 年，城关水厂两次扩

建，自来水得以流入千家万户。

“虽然通上了自来水，但是并不普及，自来水接

入户的费用也比较贵，居民主要依靠河水、井水来

解决吃水问题。”年逾七旬的陈先生回忆起 40 多年

前的用水情景，不胜感慨，“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随

着江南水厂、江北水厂的建成，城区用水难题得到

缓解。如今，从市区到农村，拧开自家的水龙头，都

能用上清澈的自来水。”陈先生说。

从蜂窝煤到罐装液化气，再到管道煤气⋯⋯70

年来，瑞安的供气事业，同样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

化。今年 7 月，甬台温天然气管道工程苍南支线瑞

安段的飞云江穿越项目实现回拖一次成功，意味着

天然气长输管道瑞安段工程建设进入尾声。“工程

贯通投用后，瑞安将进入‘天然气时代’。”市发改局

有关负责人说。

瑞安动车站

500千伏温东—南雁输电线路（瑞安段）江中电塔

天井垟河道综合整治工程让“涝区”变“景区”

1949 年，书信和电报是瑞安人主要的通信工

具；1983 年，瑞安安装首部个体工商户电话；1992

年，市邮电局引入美国摩托罗拉模拟蜂窝设备，建

立基站，移动电话开始出现；2002 年，瑞安被列为

全省第二批信息化试点城市，基本建成以电信网为

主、广播电视网络为辅的系统网络。从“惜字如

金”，到“无限畅聊”，再到“万物互联”，通信基础设

施建设改变群众生活。

在瑞安通讯行业工作了近 30 年的王毅由衷感

叹，通信的变化不仅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

映射出了时代的变迁。

1991 年，王毅来到瑞安仙岩邮电局上班。“那

时候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话还是个稀罕物品。”

王毅说，当时的电话机是一种手摇式的磁石电话

机，市民想要打电话，要先打到邮电局的总机，再由

话务员转接，才能和对方通话。经过 70 年投资建

设，我市通信网络规模容量成倍扩张，用户规模发

展壮大，电信业务总量高速增长。

基于强大的基础通信网络能力和技术优势，我

市将“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化服务引入到电子政

务信息化建设，“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社

区”⋯⋯一系列智能化升级，提高工作效率，方便群

众办事。

时间来到 2019 年。4 月 29 日，在曹村艾米 5G

生态智能农业示范基地，瑞安电信开通了全市第一

个5G基站，实现了基地的5G信号全覆盖。据电信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浙江首个5G+智慧农业项目，

5G 网络将为农业管理中的跟踪、监测、自动化和分

析处理等环节提供高效智能的信息化处理手段，深

刻改变农民的工作生活，开启智能农业新时代。

今年 5 月，市府及周边小范围实现了 5G 网络

的覆盖，全新的高速互联时代离我们更近了。

通讯通讯 从惜字如金到万物互联

瑞安首个5G+智慧农业项目

滨江大道西延伸线

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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