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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军雄 通讯员 郑盈盈

本报讯“五水共治”，离不开
科技治水。在近日举行的 2014
年度浙江省水利先进适用技术

（产品）推介会上，记者看到一批
神奇的水利科技（产品），它们为
治水作出新贡献。

饮水更安全
与水厂、管网配套齐全的城市

饮用水条件相比，农村饮用水供水
条件往往比较简陋。如何化解农
民饮水难题呢？展会展示的农村
饮用水安全智能管理系统、农村饮
用水消毒设备、无源自控水表和农
村饮用水工程供水增压技术等，正
有效地破解农村饮水难题。

在现场，笔者看到，农村饮用
水安全智能管理系统包括了水质
监测、水压监测、水费计收三个部
分。技术人员介绍说，这套系统
由电脑终端管理，实现信息化、自
动化。经龙泉山区使用效果来
看，该系统在提高了管理准确性
和便利性的同时，有效地保障了
农村饮用水安全和供水稳定。

虽然装了自来水设备，但因
为地势高，用水高峰水龙头无
水。这是地处山区的衢州市衢江
区浮石街道姜家坞等 3 个村庄
3235 位村民遭遇的烦恼。在水
利科技部门帮助下，去年当地引
进了农村饮用水工程供水增压设
备，不建水池、不设水箱，只占用
10 多个平方米场地情况下，彻底
解决了水压不足问题。

据介绍，我省自 2009 年在农
村饮用水安全领域推广上述 4 项
先进适用技术（产品），共 42 个水
利科技推广项目。如今，全省约
有50%以上的农村饮用水工程使
用了经由省水利科技推广与发展
中心认证的技术和产品。

河水更清澈
安吉县续目村，竹海环抱，每

天都引来不少游客。人多了，村里
的生活污水难以光靠环境消纳，处
理成了棘手问题。在水利科技部
门帮助下，一套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系统消除了污水横流难题。

在展会上，笔者看到了这套
污水处理系统。技术人员介绍
说，该系统利用净化槽一体化处
理设施技术，采用生物处理和膜
分离相结合，能有效去除污水中
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悬浮
物等污染物，出水水质达到国家A
级排放标准，可直接用于农田灌
溉。而且这套设备埋在地里，占
地面积小，自动化无需人工值守。

我省山塘水库众多，分布分
散，找到一种适用范围广、敏感可
靠、采样和鉴定费用低廉的水质检
测技术十分关键。展会上，一种名
为“水质生物检测技术”满足了需
求。经过在缙云县大洋水库等实

地应用证明，该技术不仅能准确反
映水环境长期的污染程度、不同污
染物的污染程度，而且能综合评价
多种污染物对生物的影响，从而可
以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水环境。

省水利厅有关负责人说，近
年来，我省围绕水生态和水环境
治理共推广“农村生产生活污水
处理系统”、“生态辅导水体修复
技术”、“水体污染生态修复技
术”、“水质生物检测技术”等 7 项
先进实用技术（产品），共 19 个水
利科技推广项目，为我省美丽乡
村建设、农村和城镇水生态改善、
水环境保护提供了技术支撑。

堤坝更牢固
展会上，一款四旋翼无人机

引人瞩目。现场技术人员介绍
说，这架无人机具有可以用于水
利设施侦查、监视、搜索、通讯、空
投等多种空中任务，还能在强风
中运行。该无人机曾经参加了
2014 年浙江防汛抢险机动总队

温州瑞安无人机演练、杭州钱塘
江管理局应急中心盐官潮城测绘
和观测演示，显示高效性。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强大的
堤坝却怕白蚁的侵蚀。展会上，
记者看到，水利科技部门开发出
了一种水库堤坝白蚁监测控制技
术，成为了白蚁克星。现场技术
人员介绍说，该技术由白蚁监
测-控制装置、生物农药粉剂、诱
饵包等组成，通过装置内特殊的
引诱材料，吸引白蚁工蚁取食，再
利用工蚁身上携带的农药粉剂，
带回巢穴传染给其他白蚁中毒，
达到杀灭蚁群目的。这个不到可
乐瓶大小的装置，安装方便。经
过在玉环县水库堤坝应用，有效
地实现了对白蚁的控制。

此外，在防灾减灾领域，我省
还推广了“洪水预报调度系统”、

“山塘水库信息管理系统”、“探地
雷达和地震波技术”、“全球眼”等
12 项先进适用技术（产品），共 33
个水利科技推广项目。

监测水质 净化污水 看管堤坝

水利科技让水更可亲

四旋翼无人机正在展会现场作展示。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五水共治”重要决策部署，
省侨商会于今年 2 月向各市、县

（市、区）侨商会和会员单位发出
《关于在全省各级侨商组织开展
助推“五水共治”活动的通知》，倡
议海外侨商和全省侨资企业响应
政府号召，积极参与开展助推“五
水共治”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今年 7 月底，全省各级侨商会
会员企业和海外侨商、侨资企业

参与“五水共治”建设项目 72 个，
捐助当地开展“五水共治”资金达
1.28 亿元人民币。

省侨商会会长廖春荣表示，侨
商是浙江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是
浙江发展最为倚重的力量。侨商要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家乡“五水
共治”，支持家乡改善生态环境，走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明发展之路，与家乡人民共建美丽
浙江、同创美好生活。

侨商捐助“五水共治”

本报讯 （通讯员 潘艳） 国庆
节后第一天，由浦江农信联社携手
浦江县汽车运输总公司共同开发建
设的丰收 IC 卡公交服务项目正式
投入运行，今后，浦江市民只要拿出
农信社的丰收 IC 卡轻松一刷，就能
乘坐公交车了。

丰收 IC 卡利用 GPS 技术，实行
乘客乘坐路程跟踪，自动计价，支持

公交的多票制，系统根据乘客搭乘
区间及具体行程收取不同费用，丰
收 IC卡都能准确扣除。

“用丰收 IC 卡乘车可以打 9.5
折，到黄宅本来 3 元的车费，打完折
只需2.85元。”公交车驾驶员告诉笔
者，现在全县30条城乡运营线路130
辆公交车全部配备了车载收费机，
使用丰收IC卡的乘客越来越多。

浦江市民刷卡坐公交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林 裕 玉）
在 日 前 举 办 的 2013 至 2014 年 度
中国家用电器行业品牌评价结果
发布会上，沁园净水器荣登该行
业榜首。据了解，本次中国家用
电器行业品牌评价邀请了工业和

信息化部消费品司、科技司、中国
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家用电器研
究 院 等 部 门 以 及 行 业 内 资 深 专
家、学者等，进行了评审，最终评
出冰箱、洗衣机、空调、净水机等
十项产品的十强品牌。

家电业评品牌十强

本报讯 （通讯员 郑瑶瑶）建设
美丽生态茶园，打造茶叶强省，这是
我省 60 多家茶文化组织日前会聚
龙泉，共商浙江茶叶发展大计时提
出的。

浙江是茶叶大省，茶园面积目
前已达 270 多万亩，列全国第六，
茶产值 114.6 亿元，列全国第二。
近年来，浙江茶文化研究弘扬“清、
敬、和、美”的当代茶文化核心理
念，积极服务浙江茶产业转型升
级。在出口市场国不断增加农残

及污染物限量项目、消费者日益注
重质量安全要求的情况下，建设美
丽生态茶园的迫切性尤为突出。
与会的茶专家建议，美丽生态茶园
建设要遵从如下标准：茶园空气土
壤洁净，山、水、林、茶、草、花和谐
共生；茶树喝上清洁山泉水、吃上
有机肥料；茶树病虫害获得绿色防
治，严防化学药物和重金属污染；
优化品种，主攻单产，提升品质，确
保茶叶绿色、生态、安全和质量标
准。

我省建美丽生态茶园

茅畲乡西边村，这里有一片
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为29.11公
顷。初秋的阳光依然劲道十足，
茁壮的晚稻一直铺展到远处的山
脚，改造后的灌渠里流淌着淙淙
的山水。充足的好水，充足的阳
光，喜人的水稻⋯⋯

“黄岩区现有耕地面积 17.79
万亩，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实施前
的有效灌溉面积是 12.9 万亩，我
们 希 望 通 过 项 目 建 设 提 高 到
14.95 万亩，提高 11%。此外，将
恢复灌溉面积3.2万亩，改善灌溉
面积4.22万亩。”

黄岩小农水重点县灌区改造
根据《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
范》、《渠道防渗工程技术规范》等
进 行 设 计 ，设 计 灌 溉 保 证 率
90% 。 灌 区 经 渠 道 防 渗 处 理 ，
灌溉水利用系数不低于 0.7，渠
系 水 利 用 系 数 不 低 于 0.8。 在
水资源作为基础战略性资源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科
学 、合 理 、高 效 的 灌 渠 系 统 正
在成为黄岩农业发展的一大标
准。

还是在平田乡境内，我们参
观了神农铁皮石斛专业合作社微
喷灌工程。这是一个占地 150 亩
的铁皮石斛栽培与生产加工基
地。

数十个高大的钢制大棚下，
有着“仙草”之称的铁皮石斛长
势良好。打开微喷灌龙头，水便
从悬挂着的喷头中嗞嗞喷出。
这些龙头大约每隔半米便有一
个，分布在每垄石斛正中上方。
喷出的水不一会儿便形成了层
层雾气，氤氲似仙气，营造出十
分有利于铁皮石斛生长的人工
环境。

“铁皮石斛对生长环境要求
高。基土我们用了牛、羊粪与松
木等木屑的混合物，外部环境除
了海拔较高气候凉爽外，还必须
用上微喷灌。”合作社的徐经理十
分内行地说。所以，小农水重点
县建设选择在该合作社实施微喷
灌工程，可谓一拍即合，成效显
著。该工程为合作社新建灌溉加
压泵站 2 座、输水管道 7.148 公
里、微灌头35720个。

据介绍，黄岩小农水重点县
项目将新建高效节水灌溉 10 处

（片），遍布该区宁溪、院桥、平田、
屿头、头陀等乡镇。目前已建成
投产的有铁皮石斛、高山蔬菜、葡
萄、猕猴桃等特色农业园区。在
节约用水、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农
作物品质的同时，高效节水灌溉
工程还控制了农药化肥使用量，
生态效应十分明显。

现代农业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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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逶迤，溪流纵横，平原铺展，“七山一水两

分田”的黄岩山水林田湖禀赋优越，曾享有“黄岩熟，
台州足”的美称，还被命名为“中国蜜橘之乡”、“中国
东魁杨梅之乡”，可谓物华天宝。然而，正如唐上元
二年（公元675年）黄岩设县之始所名——“永宁”，
永续安宁富足，却成了这片东海之滨同时饱受旱涝
洪台侵害土地的热切期盼。整治山塘，改造灌区，
节水灌溉，近年来，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
建设在黄岩的扎实推进，无疑让这种期盼变成现实
多了一份保障。

走进小农水重点县

“黄岩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包
括综合整治58座山塘、改造20处
灌区、新建 10 处（片）高效节水工
程、整合 23 项相关农水项目，在
黄岩全区 19 个乡镇（街道）中，有
18 个涉及到，每年有 30 多个工程
点在施工。”站在小农水重点县项
目分布图前，黄岩区小农水重点
县建设工程管理处章海涌副主任
告诉我们。图上红、黄、蓝各色图
标遍及黄岩全区，详尽显示着各
类工程的进展情况。

如同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状
况一样，小农水重点县建设实施
前，黄岩小农水建设与管理已严

重滞后于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
建设的要求，成为制约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的一大短板。据介绍，
当时在黄岩，无论是中、西部山区
的山塘，还是东部平原的小型灌
区，多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标准偏低且已陈旧老化，效益退
化明显，同时存在管护机制不健
全、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

在被列为第四批中央财政小
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后，黄岩区针
对当地实际，确定小型水源工程、
小型灌区配套与改造工程以及高
效节水灌溉工程作为重点县建设
范围。自2012年起至2014年，该

区计划实施山塘综合整治 58 座；
灌区改造 20 处，受益面积 5.47 万
亩，改造渠道长度241.74公里；新
建高效节水灌溉 10 处（片），灌溉
面积3398亩；整合项目23项。并
进而明确了分年度建设任务——
2012 年，完成山塘综合整治 18
座；灌区改造 6 处，改造渠道长度
87.74 公里；新建高效节水灌溉 5
处，灌溉面积 998 亩；整合项目 6
项，涉及 14 个乡镇（街道）。2013
年，完成山塘综合整治 20 座；灌
区改造 8 处，改造渠道长度 77 公
里；新建高效节水灌溉 3 处（片），
灌溉面积1200亩；整合项目8项，

涉及 15 个乡镇（街道）。2014 年，
完成山塘综合整治 20 座；灌区改
造 6 处，受益面积 1.95 万亩，改造
渠道长度 77 公里；新建高效节水
灌溉2处（片），灌溉面积1200亩；
整合项目9项，涉及13个乡镇（街
道）。

而今，小农水重点县项目正
在黄岩全区按计划稳步推进，许
多项目竣工后已经开始发挥明显
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补短板全域布局

主持：张萍 zjreport@163.com

文 / 沧 撷

小叶、小林，黄岩区小农水重
点县建管处两位负责项目现场督
查的工作人员，皮肤黝黑，双目有
神，体形干练，典型的户外工作者
神态。“我们两人分头督查全区所
有小农水重点县项目进展情况，
区里专门为我们配备了两台车，
基本上每两周要跑遍一次工地。”

在前往平田乡起伏的盘山公路
上，小林自豪地说。

从黄岩市区出发，约 40 分钟
车程，我们来到了平田乡政府所
在地，随后车子便拐向一条只容
一车通行的乡村公路。一路向
上，路边茅草不时触碰着车身，发
出沙沙的摩擦声。又过了约 20

分钟，我们终于到达了黄毛山村。
我们要参观的桐前坑山塘就

在村后山上。站到山塘坝顶，顿
时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这里的
海拔大概有 500 米，往下看便是
总库容 7 亿多方的台州大水缸长
潭水库，水库中间及其四周的许
多山头都已经在我们脚下。焕然

一新的山塘目前库容已达 5.2 万
方，满塘的山泉闪着透澈的绿
色光芒。这一池清水经由坝下
依山势巧妙设计构筑的灌渠系
统滋润着约 400 余亩高山梯田
和 旱 地 。 田 地 里 满 是 各 类 作
物，山风吹过，清香袭人，让人
陶醉。

群山间碧潭如玉

从山塘下来，我们不禁仔细
打量起黄毛山村村貌。这是一个
浙南典型的山村，村庄不大，约
40 户 人 家 ，依 山 而 建 ，整 洁 宁
静。由于环境好，一些出外经商
的村民不惜耗巨资修建起时尚漂
亮的别墅式楼房，让人有时空穿
越之感。一位阿婆拿出刚采摘的
西瓜一定要我们尝尝，攀谈中得
知她的子女均在北京经商，路边
的一座“洋房”就是她儿子所建。
看得出，高山之上，用水不愁，绿
树遍布，有产出可基本自给，虽交
通不便，但在人们心中已是世外
桃源。

“在我们区小农水重点县项
目整治的山塘中，许多均为这样
的高山山塘。最远的富山乡，光
从乡政府所在地马鞍山村坐车
到黄岩城区就得花上 1 个半小
时。”陪同人员告诉我们。通过
山塘整治，一些偏远山村的水环
境得到根本改善，村民生活质量
和 生 产 条 件 都 获 得 了 明 显 提
高。看着这一串串似碧玉般散
布在黄岩西部群山间的小山塘，
切实感受着当地村民的拥戴之
情，所有工程的参与者无疑会心
生满足感、成就感，虽苦心志劳
筋骨而终感欣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