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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灯火

奋奋进进七七十十年年 丽丽水水““四四个个一一””之之四四种种城城市市元元素素

本期报道主题：山区城市化路径
洒满幸福的城市，美好在每个细微处闪闪发光

多彩丽水：满城灯火映繁华
■本报记者 刘淑芳 通讯员 雷陈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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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19 年(民国 8 年)，商人郑宝琳集资创办普明电灯股

份有限公司，翌年发电供应机关、商店、居民照明，有灯头
600 盏，主要街道装有数量不多路灯。

1931 年，日军侵占丽水城。 因电厂被毁，城区无路灯。
1936 年，电厂重新发电，路灯复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原有火电迅速恢复。 1969
年，以建设水电为主，路灯数量逐渐增加。

1988 年，市区装有各种路灯 437 盏。 其中中山街新装
高压汞灯 18 盏， 解放街安装半圆玻璃罩桥型灯 19 盏；大
众街改造路灯 30 盏。

2000 年，撤地设市以后，随着旧城改造、新区开发，城
市主干道、次干道增多，路灯建设的力度逐渐增大。 以城东
路、大洋路、灯塔街、解放街、括苍路等开始安装或更新新
型路灯，至 2005 年数量已增至 5770 盏。

2010 年底，市区道路路灯共 22669 盏，其中市区主次
干道路灯共有 19193 盏。 装置道路长度 166.4 公里。

2019 年 9 月底，市区范围内的路灯达 25000 多盏。
（记者 刘淑芳/整理）

绿色照明面面观
■本报记者 刘淑芳 通讯员 雷陈璋

在城市亮起来美起来，市区夜景亮化逐渐完善的同时，
丽水市建设局城市亮化办公室更在低碳、环保、现代化上狠
下功夫，多渠道、全方位科学规划，千方百计降低能源消耗，
积极推进路灯绿色节能改造，努力构建节能、环保、现代化
城市绿色照明体系。

城市亮化不仅关系到一个城市的形象及品位，更关系
到老百姓的日常出行和社会治安稳定。 近年来，随着丽水
城市发展，市区路灯数量呈几何级增长。 路灯照亮了市民
的夜生活，也方便了市民夜间出行和活动。 截至目前，丽水
市区有约 52 处城市景观照明亮化节点，共安装路灯 19285
盏（不含南城经济开发区管辖），每年城市照明电费支出约
1100 万元。

2010 年我市寿元路正式启动 LED 节能路灯绿色试点
项目,探索城市绿色照明之路。 随着 LED 路灯技术成熟，与
传统高压钠灯相比,不仅照明效果提高了，而且耗电量也有
所降低，可以实现 30%-50%的节电率。目前，新建和改建城
市道路照明在设计上就优先考虑高光效 LED 光源。 通过节
能新产品、新技术的应用实现达到城市绿色照明的目的。

同时，市建设局城市亮化办公室还从现代化控制方式
上创新绿色照明,取得了显著效果。 在城市景观照明方面，
根据人民群众的需求，亮灯时间按平时、法定节假日两级控
制，利用“一把钥匙”远程智能集中控制系统做到按需启闭，
在满足正常景观照明需求的前提下做到不过度照明； 在城
市功能照明方面，2017 年城区路灯控制方式通过改造实现
远程集中控制， 能根据实际情况实时设置全城统一的开关
灯时间，及时、准确地远程控制开关灯，避免了以往开关不
及时造成的电能浪费和开关不统一对车辆行人的不良影
响。通过设计单位的理论计算，该系统可以实现 5%-15%的
节能效果。

另外，丽水还从建设源头加强节能控制。 历年来,夜景
亮化工程建设一直遵循环保、经济的原则,在工程方案设计
中要求设计单位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采用 LED 投光
灯等小功率光源，避免过多使用大功率投光灯等高能耗灯
具。 并且针对春节亮化等临时性亮化工程，尽可能将现有
材料重复使用，有效推进资源综合循环利用。 多种措施并
举，有效地形成合力，实现了绿色之光照亮城市，也收获了
市民的好评与称赞。

灯，是城市变化最明显的标志之一。
1919 年，丽水正式出现了用电的路灯，但那时灯光稀

疏，城市忽明忽暗。 新中国成立之后，路灯被广泛“种植”在
丽水的大街小巷。如今，夜幕降临时，俯瞰整个处州城，华灯
绽放，繁星璀璨，是光的海洋。 假若把关于它们的变迁故事
串联在一起，光影中，色彩里，斑斓间，段段往事，都能缀连
出每个人心中一幅关于光明的图画。 这幅画， 可以取名希
望、成长、惊艳，或者温暖。

从一盏灯看一座城，它已不再是夜间单一的照明工具，
而是彰显城市活力、时尚、文化的若干微小因子。 从这些因
子里，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过去和现在。

从“亮变”到“亮遍” 扮美城市生活

关于路灯，可以在历史资料里看到这样一段记载：1919
年(民国 8 年)，商人郑宝琳集资创办普明电灯股份有限公
司，翌年发电供应机关、商店、居民照明，共有灯头 600 盏。
在主要街道上，装有数量不多路灯，寥寥数十盏。 这是路灯
第一次出现在丽水人视野中的样子，很新鲜，也很寒酸。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原有火电迅速恢复。 1969 年
以后，丽水以建设水电为主，不断充沛的电力资源让路灯数
量与日俱增。也正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丽水城市建设
刚刚起步，大规模路灯的出现，使得城市的夜色有了生机，
夜里不再像乡村一样沉寂。 敞亮的路上， 有更多的人行走
了， 大家说说笑笑的， 上夜班的女工敢独自哼着小曲回家
了。

伴随着一座城市的发展，城区的路灯数量快速增长。上
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丽水的路灯迎来了一次巨大的“量变”。
有历史数据显示，那段时间里，市区装有各种路灯 437 盏。
其中中山街新装高压汞灯 18 盏，解放街安装半圆玻璃罩桥
型灯 19 盏；大众街改造路灯 30 盏。

2000 年撤地设市以后，丽水市区道路照明再次迎来一
个高速发展期。 随着旧城改造、新区开发，城市主干道、次
干道增多，路灯建设的力度逐渐增大。城东路、大洋路、灯塔
街、解放街、括苍路等开始安装或更新新型路灯，至 2005 年
数量已增至 5770 盏。 2010 年底， 市区道路路灯达 22669
盏，其中市区主次干道路灯共有 19193 盏。 截至 2019 年 9
月底，市区范围内的路灯达 25000 多盏。 从 1919 年一路走
过百年，市区路灯数量增加一千多倍。

这一路走来，住宅区内的路灯普及率也是越来越高。当
然，一开始小区内路灯的样子可不像现在这样美观。莲都区
供电公司运维分公司路灯班班长叶军强回忆道：“十几年
前，小区里的路灯叫‘马路弯灯’，灯罩为内白外绿的搪瓷喇
叭状， 中间有个拳头大小的白炽灯， 挂在墙上或者电线杆
上，在夜色中散发着幽幽的光。”即使如此，这些“马路弯灯”
也记录了丽水市民曾经的“夜生活”：大人们在工作之余，围
坐在路灯下谈天说地；男孩子们晃开膀子使劲地“抽陀螺”；
女孩子们像小燕子一般轻快地跳皮筋……

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马路弯灯”慢慢地被拥有
抱箍伞形灯罩的路灯所代替，里面的光源也同道路上的路灯
一样，经历了多次变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区路灯光源
清一色为白炽灯；1988 年， 中山街安装了城区首批高压汞
灯，后又有高压钠灯用于道路照明；2000 年，节能灯用于道
路照明。 最近这两年，LED 节能灯开始广泛应用于街道上、
小区内的照明。

如今，在路灯数量增长趋缓的背景下，路灯由“量变”到
“亮变”，灯光越来越亮了，亮灯率越来越高了。

从“亮化”到“靓化” 彰显生活时尚

富岭高速路口，宽阔的迎宾大道上，车流缓缓地移动着。
林斌坐在车里，向外远眺，道路中间的隔离带，是高高耸立着
的黑色灯柱的高压钠灯光源的路灯，像一个个小太阳，让夜晚
的道路更加清晰。 “穿行其中，简直是一种享受。 她们的姿态，
就像谦逊恭立的主人，敞开胸怀，迎来送往着每位过客。 ”

紫金大桥上两侧的桥栏上点缀着长长的 “钻石项链”，
星星点点的，闪着柔和的银光，高贵十足。 靠近了才知道，这
是无数只小小装饰灯的杰作。 紫金大桥上，斜拉铁索则被底
下的射灯照射得通体闪亮，像一根根银丝。 站在南明湖畔看
向大桥处， 那一根根银丝在南明湖里倒映成一个巨大的金
字塔，流光溢彩。

行走在花园路上，两排路灯犹如接受检阅的士兵，挺拔
伫立；南明湖两岸，柔和的灯光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处
州公园里，汇合着光和影的音乐喷泉，串起阵阵欢笑。 节日
的夜晚，则更加绚烂迷人：春节期间挂在树上的彩球灯，或
者是“流星雨”，都美得令人驻足。

自 2008 年丽水委托上海同济城市规划研究院编制《丽
水市城市照明专项规划》，丽水城市的照明建设开始由单一
功能性照明变为与景观照明结合发展。通过光与色的交流，
平面与立体的结合，营造出瑰丽与繁华的夜色丽水，为城市
照明增添了新的元素和时代亮点。从“亮化”到“靓化”，每一
盏路灯，每一处独具匠心的景观灯，都是这座文化、旅游名
城名片上的注解。

按照城市发展总体规划， 中心城区夜景构架北城为：
“三个中心区、一条滨江界面、八条景观视廊、九个景观节
点”。 2009 年，横跨瓯江的溪口大桥、紫金大桥、塔下大桥、
小水门大桥、 水东大桥完成夜景亮化工程。 至 2010 年，完
成市行政中心、花园路沿街约 20 余处建筑的景观亮化。 同
年开工建设以丽阳街、丽青路为视廊的 20 余处亮化。 2014
年完成紫金路沿街建筑夜景亮化工程和万象山夜景亮化工
程。 2015 年到 2017 年，又陆续完成南明湖桥梁夜景亮化改
造提升工程。

“有些路灯，可能每天路过，已经习以为常，觉得没什
么。 其实，如果带着对这个城市的审美眼光去看，会回味无
穷。 ”叶军强不禁感慨道。

从“人控”到“智控” 述说时代变迁

除了灯型、光源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丽水
路灯在开关灯控制方式、 管线杆型建设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丽水引进了时钟控制开关，可根
据制定开关时间自动启闭程序。“不过，时钟控制也有缺点，
就是不稳定。 ”叶军强说，比如，夏天多雷雨，天色暗淡时路
灯不能及时亮起。时控开关毕竟是机器，只能根据设定的时
间做判断，很“死板”，“有时就会出现路灯该亮不亮，该熄不
熄的现象。 ”

“与过去相比，现在的路灯控制更加智能化了。”为进一
步提高路灯开关灯时间的准确率，2008 年以后， 我市将市
区的时控开关更换为新式经纬度时控开关。 经纬度时控开
关可以随不同地理位置（经纬度）、不同季节（日期）和不同
的日照时间自动、合理地调整开关灯时间，避免发生异常亮
灯情况，有效降低了能源消耗。 现在，市区的路灯可以实现
远程控制，工作人员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实现一键启闭路灯。

在管线杆型建设上， 从前的路灯是使用钢筋混凝土制
成的水泥电线杆，但是密密麻麻的外露电线横在天上，仿佛
蜘蛛网，影响了空间上的美感。于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
始， 丽水逐渐开始使用电力管线下地的新式立杆路灯。 此
外，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综合杆件、合并路灯的出现便成
了必然。 一路灯杆上有几盏路灯，照得马路透亮，不仅有效
地节约城市地面和空间资源，而且提升了城市的品位。

路灯变迁史，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史，同时也是这座城市
管理的成长史。

虽然早在 1919 年就出现了电路灯，但是，当时没有专
业化管理，路灯事业发展缓慢。 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路灯也
有了较快的发展，上个世纪 50 年代，丽水城区的路灯有了
专人巡检。 2008 年，根据市政府《关于市区道路照明及亮化
设施维护机制的批复》，由莲都供电局专门设立负责城市照
明维护维修的机构———路灯公司。 2010 年，我市先后成立
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市建设局城市亮化办公室， 以及维
护单位———莲都区供电公司运维分公司。

在由“量”到“质”的跨越中，从路灯专人巡检员，到一支
路灯建设与管理的专业队伍， 他们用巧手绘出七彩辉映的
处州城夜景。为了方便市民出行，让城市的夜晚更美，更亮，
他们一方面强化对路灯设施的管养和景观照明设施的维护
管理；另一方面配合实施重大项目的照明设施建设、陈旧路
灯设施改造，积极探索新技术、新材料的试点应用。 以科技
高效管理、创新发展模式等多角度为着力点，用光的色彩，
把城市路灯描绘为城市环境中最美丽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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