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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澳门居民喝上放心水
为纪念珠海对澳门供水60周年，展现对澳

供水的历史和成就，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
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本报将持续推出三期对
澳供水60周年专版报道。

到底是怎样的缘起，让珠澳人民“同饮一江
水”？到底是怎样的共济，让珠澳人民以水为
缘，相濡以沫？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一期对澳供
水故事。

采写：本报记者 陈新年 通讯员 陈荷
摄影：本报记者 吴长赋（除署名外）

“大约是1959年9月底，我参加了竹仙洞水库的建设，这一
转眼就60年了，珠海向澳门供水也整整60年了。”17日上午，
“珠海对澳供水60周年展”正式揭幕，当看到竹仙洞水库修建时
的老照片，86岁的老人罗雄超感慨万千。

他得知当日第四条对澳门供水管道正式通水后，欣喜地感
叹：“跟我们当年肩挑手推建水库相比，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对
澳供水越来越好了。”

澳门三面环海，淡水资源奇
缺，没有大型河流也没有大型水
库。上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
靠收集雨水、地下水和雨季抽取
青洲河淡水作为供水水源，无法
满足用水需求。

原澳门自来水股份有限公
司供水部经理李振铎曾受原澳
门港务局委托撰写《澳门水务

500年》一书，熟知澳门水务发
展历史。据他介绍，1955年 4
月澳门开始了第一次限制用水，
1958年因河水水质差，错过了
丰水期抽水，结果到当年11月，
蓄水池就没水了。于是，澳门从
1958年12月到1959年6月，有
半年时间基本没淡水供应。

吃水困境，催生了珠澳两
地的两种职业：珠海银坑的卖
水人、澳门街头的担水妹。那
时的澳门人，常常备用数十艘
水艇，每天轮流到珠海湾仔银
坑装水，运回澳门，然后由担水
妹挨家挨户去送。1999年，澳
门回归祖国前最后发行的一版
邮票，主题是“担水人的生活方
式”，讲述的就是这段“吃水难”
的故事。

“当年，我们取了水开船送
去澳门妈祖庙卖，一桶水5分
钱。”珠海银坑村80岁的周顺婆
婆说，自己13岁就开始卖水给澳
门人。“湾仔的鲜花、银坑的水”
已成为形容当时珠澳之间“艇仔

贸易”的“顺口溜”。
在1959年无水可供的半年

时间里，“只靠三艘小船来拉水，
而当时澳门已经有十来万人口
了，能满足多少人呢？”李振铎
说，“为什么澳门要向广东省请
求支援供水？因为本身已经无
能为力了。”

1959年，澳门爱国商人何
贤、马万祺、柯正平三人以澳门中
华总商会的名义写信给广东省政
府，请求支援，解决水源问题。同
年，珠海县的竹仙洞水库、银坑水
库相继开工建设，开启了珠海对
澳门供应原水的历史。

1960年3月8日，竹仙洞水
库建成，开始对澳门供水。这是
对澳供水第一条管道。同年，银
坑水库也建成，澳门人第一次不
用艇仔运水也喝上了来自珠海
的淡水。根据记载，两个水库渠
道相连，全长7.43公里，每月供
水澳门24.5万立方米。“这两个
水库加起来能够解决澳门几年
的供水需求。”李振铎说。

澳门吃水有多难？

竹仙洞水库清洌的淡水哗哗
地流进澳门的千家万户，岁月的脚
步悄然向前。竹仙洞水库建成的
20年间，澳门用水需求量逐渐增
大，珠海相继建设了夏湾加压站、
南沙湾泵站等设施，利用大镜山水
库、前山河水源加大对澳供水量，
与澳门相互协作，尽心竭力地满足
澳门社会发展的用水需求。

磨刀门供水工程

1980 年，珠海经济特区成
立。1984年，珠海经济特区对澳
门供水公司成立。次年，该公司与
澳门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珠
海对澳门供水工程协议书》，开启
了珠澳两地水利工程设施合作共
建的历史。对澳供水第二条管道
——磨刀门供水工程便是这一时
期的代表作。1986年 1月，集引
水、汲水、蓄水、输水为一体的磨刀
门供水工程正式开工。1988年5
月，一期工程建成投入使用，从此，
澳门同胞喝上了西江干流的优质
淡水。二期工程于1989年8月建
成通水。磨刀门供水系统每天对
澳供水能力可达45万立方米，在
相当一段时期内，基本解决了澳门
的用水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进
入黄金发展期，澳门人口也持续快
速增长，用水需求随之激增。珠海
陆续扩建了南屏水库、大镜山水
库，完成了珠海南北水库群的联
通，初步形成了“江库联通、库库联
通”的大格局。

“千里调水”

咸潮，是沿海地区难以回避的
自然现象，也是对珠澳供水安全的
严重威胁。2004年冬到2005年
春，咸潮的影响史无前例，珠海各
取水点很难抽取到淡水，各个水库
很快到了警戒线。当时，珠澳两地
市民戏称，自来水咸得煲汤都不用
放盐。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一
个大胆的“千里调水”方案由此诞
生——利用西江上游的大水库放
水，形成一股人造的洪峰，在一个
时间段内把入海口的咸水压回去，
让泵站乘机抢抽淡水。2005年1
月17日，贵州天生桥一级水电站
开闸放水，这“救命水”经过1300
多公里，跨越四省，克服了距离长、
流域广、范围大等困难，“千里送清
泉”，让珠海抢到了2000多万立方
米的淡水，暂时化解了珠澳两地的
咸潮之困。

“千里调水”成功“治标”，但要
“治本”，还得完善设施。而每一次
遭遇大的咸潮，都成为珠海进一步
完善供水设施的契机。

为应对咸潮不断上溯的局面，
取水泵站也在不断向上游建设，从
最早的挂定角水闸、广昌泵站一直
上溯到上游20多公里外的平岗泵
站和珠海最北的竹洲头泵站。若
下游泵站被咸水覆盖，珠海最北的

竹洲头泵站可能还有机会取到淡
水。

2006年 12月，俗称“西水东
调”的平岗-广昌咸期应急供水工
程仅用了18个月就建成通水，日
输水能力100万立方米。这条原
水管道将位于珠海西北部的竹银
水库和珠海东部城区南北库群及
供水系统相连，通过科学调度，对
珠澳供水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保障
作用。

建设“大水缸”

与此同时，建设“大水缸”的构
想也列上议事日程。在党中央国
务院、广东省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大力支持下，包含了竹银水库、月
坑水库和竹洲头泵站的竹银水源
系统于 2009 年 10月动工建设，
2011年5月竣工，同时，第三条供
澳原水管通水。竹银水库和相连
的月坑水库总库容4333万立方
米，是目前珠海最大的水库。

“竹银水库和月坑水库的总库
容加起来，目前足够珠海和澳门用
一个月。”珠海水控集团供水公司
总经理王杭州说。确实，从竹银水
源系统建成至今，澳门和珠海的市
民几乎再也没有喝过咸水了。

据王杭州介绍，这些年来结合
自身水资源的特点，珠海逐步形成
了“江水为主、水库为辅、江库连
通、库库连通、统一调度”的原水供
应系统，确保两地在咸潮期间也有
足够的原水和优质自来水供应。

第四管道通水

2011年，第四条对澳供水管
道的上游工程——平岗-广昌原
水供应保障工程被列入《粤澳合作
框架协议》。

昨日，对澳供水第四管道工程
正式通水，原水直接输送到澳门离
岛的路氹地区，让澳门供水系统形
成了更为安全的双向供水体系。
第四管道日输水能力20万立方
米，这让珠海对澳供水的日输送能
力提升至70万立方米。“目前，我
们每天对澳门的供水量在30万立
方米左右，可以说百分之百覆盖他
们的需求。”王杭州表示。

作为对澳供水第四管道的上
游工程——平岗-广昌原水供应
保障工程于 2017 年动工建设。
2019年 4月，该工程的控制性节
点工程——被誉为“亚洲第一顶”
的过磨刀门水道超长距离顶管工
程正式贯通，比原计划提前了4个
月。目前，该工程仍在建设中，建
成后将与平岗-广昌咸期应急供
水工程互为备用，大幅降低单管运
行的风险，日输水能力从100万立
方米提升到200万立方米，更有力
地保障珠澳两地未来的供水安全。

“可以说，我们做的这一系列
工程，只为了一件事情，就是让珠
澳两地的老百姓喝上放心水。”珠
海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霍荣荫
如是说。

发展发展 对抗咸潮下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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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仙洞水库。 通讯员 方胜 摄

上世纪澳门街头的“担水女”，她们走街串巷卖水为生。（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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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3月8日，澳门人喝
上了珠海竹仙洞水库的水。

这个日子，罗雄超老两口铭
记了一辈子。太太黄凤娟说：

“那天是三八妇女节，也是我和
老罗结婚的日子，我们参加了水
库建设的人都高兴得很。”黄凤
娟也是竹仙洞水库的建设者之
一，后来她与老伴罗雄超成为竹
仙洞水库的第一批职工，除了负
责水库堤坝的维修外，还每个月
钻到水渠里清洗一次水渠。

“当时建设竹仙洞水库的时
候，大家都是用肩挑土、手推车
的原始方式进行。那时每位建
设者都是有任务的，每个人挑一
担泥，就会拿到一个牌子。一天
规定要挑满多少担、推上多少
土，才算完成任务。”81岁的老供
水人谢炎发，原竹仙洞水库工程
管理处的技术员这样对记者说。

“竹仙洞水库的水真甜啊！”
当年在竹仙洞水库工作时，谢炎
发常常用手捧起水来就喝。他
对记者笑道：“当年珠海拱北有
做餐馆生意的老板为了招揽生
意，对过来喝茶的澳门人说，这
里出品山水茗茶，用的是竹仙洞
的好水！”

竹仙洞的水
真甜啊！

2019 年 10 月 17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第四条对澳供水管道正式通水，跨越横
琴涌入澳门氹仔岛的石排湾水库。这将
一改澳门供水原有的单向供水格局，形
成更为安全的双向供水，供水能力从50
万立方米/天提高至70万立方米/天。

1960年3月8日，竹仙洞水库正式向澳门
供应原水，揭开了珠海对澳门供水的序幕。
2011 年 5 月，竹银水源系统建成投入使用。
至此，对澳供水共有三条管道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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