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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刘千忠 杨昌松

仙桃的城市供水，进入了“而立之年”。回首30年的艰苦奋斗，

每一步都浸润着全体干部职工的辛勤汗水，每上一级台阶都凝聚着

党和政府及全社会的关怀。“观今宜鉴古，温故而知新’’。《仙桃市自

来水志》正是系统地、详细地记载了这30年来的发展历程，它的问

世，必将为仙桃自来水业的两个文明建设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仙桃的自来水，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真正装管引水入

户者，也就是百多家机关、企业，大多数单位与群众仍然是靠设在城

区大街小巷的放水站肩挑、车拉“买水”。水厂的蕴含是“抽水机加水

塔”，既无沉淀过滤设施，也无消毒灭菌手段，尽管供应的水保留着

汉江的原汁原味，老百姓还是感觉到了“幸福’’，毕竟缩短了担水的

距离，省却了翻堤爬坡之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市供水列入到政府为人民办实事的

重要内容。1984年初，新水厂建成投产，标志仙桃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发生了质的变化与量的飞跃。清洁卫生、符合国标的自来水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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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万户千家，“吃水不用挑”的梦想从此变成现实。

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动仙桃经济迅速发

展，自来水明显跟不上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的需求。1986年设市

后，新的市委、政府把发展自来水正式作为推进仙桃经济腾飞的城

市基础设施提上工作日程，先后改造老水厂、扩建新水厂，使市区日

供水能力从2万立方米增长到7万立方米，主管管网由15公里延

伸到60余公里。水的发展为城市繁荣注入了活力，保证了市区工业

经济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启动了一批以水为主要原料产业的兴起。

加快了对外开放步代。促进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

发展。

自来水——仙桃城市建设中的这朵小花，倚靠社会、政府的呵

护，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百多园丁的辛勤劳作，现已绽放出沁人的

芬芳，并结出了沉沉的果实。

30年!弹指一挥间，随着这本书的出版，过去的历史划上了一

个圆圆的句号。向前看，任重而道远，201 0年规划仙桃日供水能力

要达到30万立方米，围绕这一宏伟目标，跨世纪的三水厂建设工程

已经着手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想像，再过30年，“水的传人”一定会

画出更美的画图，写出更新的《自来水志》。

在历史的长河中，今天的《仙桃市自来水志》不过是一奄起点。

1995年12月



凡 例

一、《仙桃市自来水志》是按照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广

征、核准、精编、严审"的方针进行编纂的。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

仙桃市自来水公司(简称公司，下同)的创建和发展的历史面貌。

二、上下时限。上起1966年5月开始筹建仙桃镇自来水厂时，

下止1994年12月。因本志撰写脱稿时在1995年1 o月，全年工作

尚未终结，书中只收录了部分史料。

三、编纂体例。本书为方志记述体。横排纵写，分类、目、分目三

个层次。依次设有概述、自然地理、水源水质、制水厂、供水管网、供

水服务、供水投资、企业管理、经济体制改革、职工队伍、党群组织、

大事记、附录共1 3类。依时叙事，图、表、录随类目编排。

四、几个具体问题：

(一)本志记述中的地名，包括历史和现代地名均以《仙桃市地

名志》为准。

(二)记载历史年代，先书朝代名称，后注公元年度，建国后直接

以公元纪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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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三)行文统一用语体文。

(四)简称，在第一次全称出现时加注说明。如“仙桃市自来水公

司(简称公司，下同)。

(五)度、量、衡：按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规定加附注说明。

(六)币制：建国后为人民币。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室)。有关口碑资料均经核实，

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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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 述

仙桃市位于长江、汉水之间三角洲平原腹地，北濒汉江，与天

门、汉川隔江相望，南临东荆河，与洪湖、监利一衣带水，东与武汉市

蔡旬区紧邻，西接潜江，距荆沙131公里。全市东西长约78公里，南

北宽约35公里，总面积2535平方公里。地理方位东经1 12。56’～

1 13。49’，北纬30。04’"-'30。32’。境内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气候

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江汉明珠”之称。

仙桃市城区位于市域中北部边沿，居汉江南岸。仙下河自西向

东横贯城区，宜黄高速公路道经城南。1995年城区建成区总面积

25．8平方公里，城区人I：I 29．53万人。1994年工农业总产值

156760万元。其中工业产值144732万元，农业总产值12022万元。

经城市总体规划认定，仙桃市的城市性质定为“江汉平原的商贸流

通枢纽城市，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各产业经济协

调发展的现代化中等城市"。自1986年以来，仙桃市的经济发展突

飞猛进，经济、社会实力大大加强，连续居湖北省十强县(市)之首，

1992年进入全国百强县(市)第73位。 ～

仙桃城区原名仙桃镇，历代为汉江下游著名城镇之一。据史料

记载，，仙桃一名最早出现于明嘉靖l O年(1531年)，时名“仙桃渡”。

崇祯15年(1641年)，始有仙桃镇设置，沿袭至1986年，撤销沔阳

县建立仙桃市时，仙桃镇随之撤销。原仙桃镇所辖范围划为干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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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两个办事处，与沙咀办事处、袁市办事处合并组成仙桃市城区。

仙桃城区地势平坦，地面高程28．---30米(吴淞高程)，西北高东

南低。汉江城区段常年最高水位为36．32米(测点为汉江仙桃水文

观测站)，最低水位22．9米，常年平均水位26．48米。汉江城区段堤

面标高37．2米，可抗御50年一遇洪水。

建国前，仙桃镇是一座以商贸为主兼及手工业的小城镇。1949

年全镇有1．5万人，总面积2．2平方公里。无公用供水设施，贫苦居

民近汉江者，自到江边挑水，距江远者则买水，全镇以挑水为业者数

十人。挑水者有白发老翁，有髻龄儿童，肩挑背磨，爬坡下坎，体弱身

残者亦免为其难，取水艰辛可见一斑。郊区农民则就近饮用沟渠塘

水，易于致病。镇内水井数十口，因有下水道污水浸入，一般作洗涤

用。解放后的头1 7年，仍是靠人工取水，只有几家边汉江的工厂有

自备取水设施。

仙桃市自来水公司的前身——仙桃镇自来水厂诞生于1966年

l0月。30年来，企业经历了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单一供水到全方

位经营的过程。其经历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196fj年至1981年)

仙桃镇委、镇人民委员会1958年和1962年曾有两次决定筹建

自来水厂，均因经费短缺而夭折。1966年沔阳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即“四清”运动)，沔阳县“四清’’总团和仙桃镇“四清”分团根据

群众要求，决定兴建仙桃镇自来水厂。5月抽调人员组建筹备班子，

6月成立仙桃镇自来水筹建委员会，l0月部分工程建成试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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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元旦全部工程竣工，正式售水。

水厂建在生产正街街头，紧邻汉江堤畔，日供水能力0．12万

吨，无过滤和消毒设施，供给半成品水。当年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精神，组织机关干部、企业职工、街道居民义务劳动，铺设输水管道

2790米，为管径1 00～200毫米的铸管。

初期在镇区为居民设立了3个供水站。居民从供水站买水，不

再下河挑水，解决约100余户1万余人的用水问题。

由于机泵能量小，水压不够，楼房上层经常断水。1968年6月，

沔阳县和仙桃镇革命委员会作出决定，在镇中心制高点原沔阳县人

民医院(现为市中医院)内的空地上，建一高21．78米可贮75吨水

的水塔1座，调剂城区供水。水塔当年运营，缓解了城区的供水矛

盾。为解除居民清晨排队购水的困苦，1969年后陆续增建了18个

供水站。

1971年，自来水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厂的净水设备超负荷

运行，有时不得不供给浑浊的原水。县革委会决定扩建水厂，扩建工

程1972年4月竣工，日供水能力由0．12万吨增至0．32万吨，供给

的仍是半成品水。配水管网相应延伸，沿河大道向东铺设管径300

毫米主管1 100米，第二年延伸建设路至汽车站管径1500毫米主管

800米，一定程度缓解了供需矛盾，但“水荒’’问题尚未彻底解决。

1974年、1975年继续进行水厂设备的挖潜改造，着手于机泵与

净水设备的配套。先后两次更换机泵，水厂日供水能力由0．32万吨

增至0．5万吨。1977年更换取水泵船至澄清池输水管80米，管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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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50毫米增至300毫米，增加供水量33．8 oA。1977年至1981年

5年间延伸配水主管1 0公里。

至1981年，居民取水方式有所改变，从主要靠供水站供水改为

主要以楼院联户总表供水。公共供水站逐步淘汰。

1973建立水质化验室，当时设备简陋，只能检验水质的浊度和

余氯两个项目。

为解决停电后的供水问题，购买120匹马力柴油发电机1组，

可发电75千瓦。

在供水管理上，从1974年起，突出抓了降低管网漏失率，举办

短期培训班，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等活动，以提高职工的管理

素质。在供水工作中采用了一些新技术，如排污水液压阀，顶管过路

法，自配快干水泥等等。

水厂创建时只有职工7人，1981年发展到56人。1975年开始

配置内部管理机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行政、送水、管道、水表、

修理5个部门初步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和经济奖赔制度。

1979年3月，沔阳县革委会决定，仙桃镇水厂改为沔阳县仙桃

水厂，隶属县建委领导。

二、建设阶段(1982年至1986年)

兴建第二水厂(新水厂)是这一阶段的主体工程。

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仙桃城区经济的高速发

展，1982年城区非农业人口已达53040人。城区生产和生活用水日

需约1．5万吨，而老水厂日产水仅0．5万吨，且半成品水影响到生



概述 ·5·

产质量和市民身体健康。由于停水频繁，城区有24家工厂建立了自

备水源。

鉴于老水厂插在居民密集区，无扩展余地，县委、县政府决定选

择老水厂下游2公里的何李村藕田另建新厂。征地24．6747亩。新

厂分两期建设，第一期建设规模为2万吨，并为第二期工程留有余

地。二万吨工程项目包括钢质取水泵船及配套机泵，摇臂输水管，加

速澄清池，重力无阀滤池，清水池，送水泵房及配套输水管等。总概

算为122．2628万元，资金由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企业自筹三方面

解决。新水厂1982年9月动工，1984年4月竣工投产，水质达到国

家规定标准。

1982年至1984年，与新水厂建设的同时，以沔阳大道为主线

做好供水管道的建设和连通工作，老城区环形管道基本建成，延及

黄荆、团结近郊。1985年至1986年，为了解决新水厂投产后有水送

不出的问题，继续延伸管道。这5年共建成主管14250米，相当于前

17年管道的总和。供水半径5公里，城区供水普及率达80％。同时

对老城区原有管道改造挖潜，以新换旧，以粗换细，以预应力水泥管

替代铸管。改装后提高了水压，长期困扰高楼用水难的问题得到缓

解。

1983年1o月沔阳县水厂升格为沔阳县自来水公司，下辖新、

老诵蘸永广o

1984年企业进行了五项工作(即领导班子建设、经济责任制、

基础工作、经营思想、经济效益)整顿。在整顿的基础上编制了《沔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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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自来水公司企业管理章程》，标志着企业的经营管理逐渐走向成

熟。年底荆州地区验收，沔阳县自来水公司评为全地区自来水行业

企业整顿第二名，荆州行署授予“企业五项工作整顿合格证书”，沔

阳县委、县政府授予“文明企业’’称号。

1985年进行以水为主配套发展第三产业的试验，建立了“水乐

园”餐馆和安装水暖门市部，安排待业青年和富余人员23人。

改革出效果，1985年至1 986年产量、产值、利润以15％"---20％

的速度递增，成本以2％～3％的幅度递减，实现了企业发展的高速

度。

在民主管理方面，1982年2月制定了《沔阳县自来水公司(水

厂)职工代表大会组织条例》。《条例》规定职代会每两年一届，半年

或一年召开一次会议。职工代表定期听取经理(厂长)工作报告，过

问企业内部大事。1982年至1986年共召开了3届职代会。

三、转型发展阶段(1987年～1995年)

经国务院批准，1986年l 0月，撤销沔阳县建立仙桃市。同年，

市城建委与市计委联合立项上报，分三期投资350万元，改造老水

r o

老水厂具有近汉江、地势高的地理优势。经各级领导会审，决定

在老水厂原基地上扩建成日产2万立方米供水设施。1990年9月

扩建工程全部竣工投产，从此摘掉了供半成品水的帽子。

1988年1月，企业实行经理负责制，以经理为中心，全权指挥

企业的生产经营。党支部是企业的政治核心，处于保证地位，支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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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行使职权。

二水厂(新水厂)三万吨扩建工程始于1 991年。2月至1 0月先

期完成了水厂总体的排污工程，11月进入水厂主体供水设施建设。

1 993年1 0月提前竣工投产。一、二水厂联网日供水能力达7万吨。

与水厂供水能力配套，1 987年至1 995年管网建设向新城区发

展，供水管向西、南、东南三个方向延伸，包括干河、袁市、沙咀、龙华

山4个办事处的大部分辖区，建成主管58公里，供水半径为1 0公

里，仙桃市城区供水进入了良性循环。

1987年至1991年进行了企业管理升级的工作。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工业企业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

和原荆州地区城乡环保局发布的《荆州地区自来水企业工作试行标

准》，公司前三年着重抓计量、节能、质量、档案、会计、统计等基础工

作的管理升级，形成了以产品标准为龙头，技术标准为主体，管理标

准为手段，工作标准为保证的企业标准体系，各项管理工作都达到

了新的层次，获得了国家、省、地颁发的各项专业合格证书。1 988年

1 2月评为荆州地区先进企业。先后两次被评为仙桃市“明星企业”

和“先进党组织’’。企业的水质、物耗、效益三项15个指标全部达到

或超过了省级先进企业标准，1991个1 1月晋升为省级先进企业。

1988年至1 993年继续完善经济责任制。1994年改进分配形

式，将工资加奖金改为基本工资加效益工资，鼓励职工多创效益。

企业十分重视发展第三产业，1994年扩建“水乐园’’，增加垂钓

餐饮，KTV包房，经济小吃，卡拉OK晚茶，澡堂有蒸气浴，冲浪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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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浴，淋浴。年底建成集洗、吃、喝、玩、乐于一体的娱乐城。

1993年重组安装经营部和水表检定站，实行“断奶’’推向市场。

安装经营部在业务经营上采取依靠公司主渠道与社会招揽相结合，

拓宽经营面，严格规章制度，杜绝了私收费陋习，改制后三年来自给

有余。

水表检定站在整顿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制定了《仙桃市水表监督管理办法》，实

行依法强制检定水表，进一步健全检定人员管理制度，把检定人员

的工作纳入周期循环的轨道，克服了过去有活就干无活不干的自流

现象，水表完好率达98％以上。

企业在完成二水厂的扩建工程后，转向重点抓供水管理。每年

进行数次水表普查检定工作，大用水户设有专门台帐，1993年建立

稽查科有专人在城区巡视稽查。同时加强检漏工作，尽可能地降低

管网漏失率。这些年来，每年的水费回收率均保持在99％以上。

企业在抓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注重了精神文明建设，并有一些新

的创造。在市、战线的统一部署下，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向职工

进行了基本国情基本路线的教育。培养职工的市场意识，在中层干

部中开展“换脑筋”活动，使干部职工认识到作为城市供水企业进入

市场后其福利性质发生了变化。增强水是商品的意识才能使水资源

配置日趋合理；增强市场竞争意识才能破除“铁饭碗’’思想，提高工

作效率；增强“服务至上"的群众观念才能克服“水衙门"不正之风。

在时事教育上，针对1989年天安门风波以及随后的东欧巨变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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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在职工思想上引起的困惑，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再教育和共

产主义信念的教育；在职工中广泛开展“提问题找答案”的活动，通

过引导自己教育自己，消除了职工思想上存在的埋怨情绪和逆反心

理，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围绕服务宗旨进行职业道德和普法教育，

每年组织两次大型的纠风检查，杜绝和防止了“以水谋私”和“生、

冷、硬、拖”现象的发生。从1991年第四季度起，把精神文明建设与

经济工作一同纳入季度考核，与工资奖金挂钩。每月在指令性工作

中根据中心工作下达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动内容。这种结硬帐的作法

已形成经常性的制度。成立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并办有“水

苑”刊物和定期宣传专栏，从理论上探索改革新路。工会、青年团定

期不定期举办各种文体活动，寓教于乐。丰富图书馆内容增长文化

知识。在国家、省、市报刊、电台、电视台报道企业成绩与经验，提高

了企业的知名度。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的增长，1994年企业产量跨过了千万吨大关，产值、利

润超计划，成为全省中小城市同行业中的知名企业。职工的供水素

质有很大提高，公司形成了以水为主的文化氛围。

根据仙桃市城区建设规划，至2000年，城区日供水将达28万

立方米。目前城区日总供水能力为7万立方米。为了满足2000年

城市工业发展和36万人的供水需求，市委、市政府决定再建一座日

产水20万立方米的第三水厂。1994年6月已成立市三水厂筹建指

挥部，12月中南设计院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厂址选在小南路东

侧，离汉江大堤约250米处，计划征地1 00亩。工程静态投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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