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宝瑞
郭公庄水厂副厂长

□本报记者 边磊

确保让每一滴南水进管网时都是放心水

从2012年成立时，项目部只有管理
团队几个人，到现在整个水厂有上百人
的职工队伍，郭公庄水厂副厂长陈宝瑞
颇为感慨：团队技术能力的成长，积累
了一些经验；水厂建章建制，管理体系
建设的完善；以及每名职工“让老百姓
吃上放心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
辜负自来水人“视水质为生命”的初心。

2012年4月30日， 南水北调配套郭
公庄水厂开工建设。 2014年5月30日开
始调蓄运行。 2014年9月30日具备通水
条件， 当年12月27日正式通水， 至此
北京市区供水能力从原来的332万立方
米/日增加到372万立方米/日， 正式运
行5年来总体供水量达7.2亿立方米 ，
平均每天供水40万立方米左右， 水质
不仅符合国家标准， 而且远远优于国
家106项饮用水标准， 为300万人口提
供了饮用水保证。

“国家饮用水标准是1.0NTU （数
值约小， 水质越好）， 我们自来水集团
的企业标准是0.3NTU， 郭公庄水厂则
保持在0.2NTU以下， 绝大多数情况下
保持在0.1NTU左右。” 陈宝瑞说。

这样的高标准是怎样保 证 的 ？
1000多公里的明渠送水， 新建大型水
厂的投入运行， 初期一定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问题。 陈宝瑞说： “最初两年
非常平衡， 但是到了2017年5月初， 确

实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2017年5月初， 工作人员发现， 在

工艺、 水量、 加药稳定的情况下， 滤
池出水的恒水位控制发生了变化。 通
常情况下， 阀门保持20%至30%的稳定
开度， 但当时， 开度超过了30%， 这
说明有堵塞。 紧接着， 自来水标准由
一直保持的0.1NTU， 出现了上升趋
势， 甚至一度达到了0.15NTU。 这引
起了大家的警觉。 “最好的时候， 还
达到过0.1NTU以下 ， 0.15这个数字 ，
对我们来说太高了。” 陈宝瑞说。

陈宝瑞立即到现场查看， 工作人
员取水样、 检测。 经过反复检查， 发
现是原水水棉藻的出现导致了滤池阀
门情况的变化。 水棉藻是一种生长在
水中的藻类， 呈长丝纤维状， 它的丝
比棉麻还要细。 对于三季气候干燥的
北京来说， 5月初就出现藻类， 还是第
一次发生。 通常只有到了七八月气候
十分潮湿闷热时， 北京的水源才会出
现这种情况 。 但1000公里长的明渠 ，
经过两年使用， 大量长棉藻从南方随
着水流流入了水厂。 “这种情况我们
发现后基本上是在预处理环节杀灭 ，
因为一旦进入滤池， 滤床堵塞， 轻者
影响水质， 重者可能需要停水。”

陈宝瑞当即决定采取预氧化， 加
大次氯酸纳的投放量。 同时开度加大，

滤程缩短， 由原来48小时一反冲， 缩
短至36小时一反冲， 把上面的东西去
除。 采取这两种手段后， 滤池经过五
六小时观察， 但开度还在增加。

“当时大伙儿也有些茫然， 还有
一种手段， 就是投加臭氧， 但是一般
四五月没有这个先例， 都是六七月出
现高藻时才投加。 但是， 后来滤程从
36小时缩短到24小时， 又经过六七个
小时观察， 还是不行。 积加池、 沉淀
池状态不好。 我们现在知道这是长丝
藻捣乱， 但当时并不知道呀。” 陈宝瑞
回忆说。

大家十分焦急，滤池上升、浊度上
升、产量降低，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很可
能减产或停产。 陈宝瑞经过反复思考，
决定试验性的在一边积加池加入预臭
氧。经过观察，发现明显滤池降低、浊度

降低。 这下心里踏实了。 同一方法在第
二个系列也加上。 过了一天多，水质明
显好转。 整个过程加起来就一两天， 2
天， 池子恢复原来状态。

“有高温高保，有低温低保，都快速
采取了有效措施。 我们还总结出了浓
缩、进泥、挤压、脱板、反冲洗、配药+混
凝试验的6+1工作法。 新厂新人，适应
水厂水质， 每一个环节不把控好都不
行。 ”陈宝瑞说，“我们水厂确实遇到过
很多困难和挫折。 大家在实际过程中，
不仅摸索出一系列应对突发现象的方
法， 也总结出了很多有效处置的方法。
实际上，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在管理体
系和建设上，运行制度、安全制度，体系
都走向了成熟。 原来教大家怎么干，现
在大家都有思想准备，知道怎么干更好。
知道怎么把放心水供到管网里。 ”

6月， 北京进入汛期， 北京市密云
水库管理处保水工作的重大考验又来
了。 水政科及执法大队近百名职工又
将开始新一轮的大巡查工作———检查
上游河道是否存放废弃物， 打击库区
及上游流域发生的所有涉水违法行为
……王荣臣作为密云水库管理处水政
科副科长， 常年奔波在巡查库区及上
游河道的路上， 跟众多一线参与密云
水库保水工作的职工一线， 他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密
云水库” 的责任与使命。

1999年参加工作的王荣臣 ， 从
2005年开始从事水环境保护工作。 15
年的保水历程， 让他亲眼目睹了密云
水库的巨大变化， 也见证了保水工作
中的变革与完善。

说起密云水库的保水工作，王荣臣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个被称为“37号文
件”的保水工作意见。“2014年6月，市政
府下发《进一步加强密云水库水源保护
工作的意见》，文件中涉及工程类、管理
类、 机制体制类的保水措施共计13项，
且条条切中保水要害。 ”王荣臣告诉记
者，他亲身经历了这些保水措施的逐一
落地， 眼看着155米高程线全封闭防护
网隔离开密云水库与附近村民生产生

活的距离；库区内抢种行为与非法经营
活动被彻底根除；148到155米高程范围
内绿化造林实现了库滨环境的极大改
善； 持续性加强生物净水能力， 极大
地稳定了库区生态系统， 改善了水域
环境， 效果十分显著。

山更青了， 水更绿了， 密云水库
在2015年9月迎来了南水入库， 这让多
年供给北京城区居民生活饮用水的密
云水库有了一次休养生息的机会。 近
两年， 密云水库水位持续提升， 最高
水位达到149.17米 。 目前 ， 蓄水面积
约达130平方公里。

“37号文件的落实， 根治了密云
水库保水工作中的很多 ‘陈年旧病’，
库区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南水
进库后， 保水机制也在发生着深刻变
革。” 王荣臣说， 从单独的水政监察大
队， 到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 再到如
今组建区、 镇、 村三级保水队伍， 举
全区之力， 深入开展保水工作， 增强
保水力度。 其中，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
理处水政监察大队和密云区密云水库
综合执法大队在严厉打击密云水库一
级圈内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和涉水案件
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的确， 保水队伍壮大了， 联合保

水机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密云水库
的保水管理工作也趋于平稳化。 “但水
环境保护工作是项综合性、持续性的整
体工作。 ”王荣臣告诉记者，近年来，除
了密云水库库区内的保水工作外，加强
水库上游流域管理的相关工作，也在一
定程度上确保了净水下山入库。

据了解， 密云水库流域市级河长
联络办公室的工作也落在王荣臣身上，
除每年编制 《一河一策》， 指导密云水
库上游相关流域的水环境治理工作外，
定期对水库上游， 凡将进入密云水库
的相关流域， 开展日常巡查， 就是一
件繁琐又细致的工作。

“巡查工作看似简单， 却难度极
大。” 王荣臣告诉记者， 在北京市范围

内， 密云水库上游共计96条河流， 流
域面积3495平方公里， 河道总长1519
公里， 工作面积之广可想而知。 就拿
汛前流域检查来说， 两个月时间， 王
荣臣和他的同事们几乎马不停蹄地开
展巡查 ， 发现问题 ， 上报解决问题 ，
最后再开展复查， 最大程度上减少上
游流域可能出现的废弃物入库现象。

当然 ， 流域治理工作是动态的 ，
王荣臣和同事们的检查工作， 远远没
有停止。 而保水责任这根弦， 在王荣
臣心里一直绷得非常紧， 他和他的同
事们用扎实进取的职业操守和朴实奉
献的敬业精神， 撑起了 “像保护眼睛
一样保护密云水库” 这样一句庄严的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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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臣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水政科副科长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战友们像保护眼睛一样守护着密云水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