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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 9 月 1 日温州市区实行
阶梯水价以来，温州市自来水公司对
市区 1 万户居民的用水情况进行抽样
调查，跟踪 4 年发现，每户月度用水量
逐年下降明显。今年以来，温州市区
每户每月的用水量不到 12 吨，相比 4
年前的近 16 吨，下降了两成以上。节
水，已然成为一种公众意识。

“温州水资源较为丰富，越是这
种情况越容易放松节水工作。因此，
强化公众的水危机意识、推进节水工
作就显得尤为迫切，别看都是些细
小、琐碎的项目，但节约用水就是要
从日常点滴做起。”温州市水利局水
乡处处长白荣亮说。

为节水，鹿城区 92 家电镀企业自
立节水公约，给自己戴上了节水“紧
箍咒”。企业主们要依照“每月限额
用水清单”，排起每天的用水计划
表。如果超出了用水“红线”，企业到
月末就要停产。

鹿城后京电镀基地内的 92 家企
业都是用水大户，约 97%的原料自来
水最后会成为污水，统一排入后京电
镀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然而，
这一污水处理厂已处于满负荷运转
——日处理能力 12000 吨，而每天污
水排放总量已逼近这一警戒线，如果
企业不控制用水量，处理厂不堪重
负。

为了打破即将面临的僵局，《温
州市后京电镀基地业主公约》经业主
大会通过并实施，其中的重头就是限
额用水条例：根据各家产能，限量使
用自来水。按照公约设定的基准，若
企业排污许可证上核准的电镀溶液
总容量为 10000 升，那么每天限定的
用水量就是35吨，每月即1050吨。

这样的限额用水由一整套进水
控制系统监管。该系统由一套数据
监控中心和 70 套企业进水控制系统
组成，覆盖基地所有 92 家企业，能对
每家企业的自来水用量实时监控。
每月 1 日，各家企业的用水量会被清
零，再输入单月的限额用水量。企业
用水一旦超过限额，自来水阀门就会
自动关闭，到时候花钱也买不到水。

当节水成为一种共识，一个洗车
水再生利用的节水新项目出现在公
众眼前。使用洗车水再生处理装置
后，洗车店可实现污水零排放，并且
节水率在84%以上。

据悉，目前温州市共有洗车点
391家，按每吨水清洗10辆车来计算，
若每个洗车点每天洗100辆车，391家
洗车点一天需消耗生活用水 3910 吨，
一年消耗生活用水 142.7 万吨。如果
所有洗车点都推广使用洗车水再生
利用装置，按照节水 84%计算，每年
可节水近 120 万吨。项目负责人、市
总工会职工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王
巧麟算了一笔账。

“一年来，温州治水成果喜人，成
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必须清醒
地看到，治水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
艰巨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
就，需要脚踏实地、持之以恒。”作为
温州治水牵头部门的一把手，同时也
作为一名老水利人，王振勇一路亲历
了 温 州 多 年 来 治 水 前 后 的 巨 大 变
化。“温州市的治水有‘三步走’目标，
第一阶段是今年至2016年，实现第一
年看起来不脏，第二年闻起来不臭，
第三年测起来基本合格；第二阶段至
2020 年，实现各项治水工程基本建
成；第三阶段至 2030 年，通过生态修
复，环境再提升改造，把温州建设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浙南美丽水乡。”

抓节水——
爱水节水成为共识

温州：城水相依 人水相亲
文 朱郁星

从打响治水战役起，温州的治水
注定是场硬战。靠前店后厂起家的温
州，因为过度透支，水生态环境遭受严
重破坏。

为了治好饱受创伤的水环境，温
州拿出了重整山河的雄心和气概，举全
市之力，集众人之智，全域治水，全民治
水，为温州新一轮发展打开了突破口。

据统计，今年1-11月，温州“五水
共治”完成投资224.5亿元。曾经是全
省八大水系污染最严重的鳌江，水质
已由劣五类提升为四类，实现了历史
的重大突破。治水关键指标名列前
茅，发动社会捐资总额达6.08亿元，居
全省第一，完成水利投资全省第一，查
办水环境违法案件全省第一，开工城
镇污水处理厂数量全省第一，完成工
业企业转型升级技改投资增速全省第
一，新增滨水公园数量全省第一。

这 场 没 有 硝 烟 的 战 争 首 战 告
捷！

半年前，鹿城区双屿街道的屿
头河尽管隐蔽在一条“遮羞墙”后，
仍因乱如一个大型垃圾场的现状遭
到曝光。开展整治后，屿头河边的
违法建筑基本拆除，已经没有明显
黑臭现象。现在，这段河道正在开
展截污纳管工作，岸上正在修建停
车场、小公园，绿化也正全面铺开。

“住附近的人夏天是根本不敢开窗
户的，简直像毒气一样，现在大不一
样了。”一位闲坐岸边的徐老伯告诉
笔者。永嘉县桥头镇菇溪去浊返
清，诱人游泳亲水。如今，走在永嘉
县桥头镇菇溪河道旁时，你再也闻
不到刺鼻的味道，再也看不到浑浊
的污水，取而代之的是清澈河流。
家住菇溪河道旁的王老伯说，现在
晚饭后，他多了一个去处，就是去菇
溪河边逛一逛，这在之前是想不到
的。这一切都源于菇溪河道的治理
工程，该工程总投资约 4.38 亿元，当
地 40 多位先进的企业家自发捐资凑
集了 3000 多万元治理费用，其中单
笔捐款达 100 万元以上的就有 22

人，捐助总额创全省小流域治理民
间投资额的最高纪录。

共建“美丽水乡”是温州人民的
共同期盼，今年5月26日，温州市委、
市政府召开“两河”整治大会战现场
会，全市迅速掀起“垃圾河”整治大会
战。6 月 5 日，市委主要领导亲率机
关干部、部队官兵 800 余人到戌浦江
清理河道垃圾，随后各级河长率领10
多万干部群众投入垃圾河歼灭战。

6 月底前，温州在全省率先消灭
全市 344 条 666 公里垃圾河，基本实
现消灭垃圾河的目标，这一长度相
当于温州至南昌的距离；1~11 月，共
整治黑臭河 470 条、总长 439.83 公
里，完成年度目标计划 171.8%。文
成、泰顺、洞头已率先完成“清三河”
治理任务，文成县还获评全省首批

“清三河”达标县。
河道清清，如何长期保持？瓯海

区给出答案，对污染行为“零容忍”。
泽雅水库的库区综合治理便是样本
之一。自“五水共治”提上日程以来，
瓯海区对辖区河道进行全面排查，在

排查中发现泽雅水库受到一些农业
污染的威胁。为此，强制关停或搬迁
库区小规模养殖场，截至今年 11 月，
已全面完成畜牧业整治年度任务。
此外，该库区内的机械造纸作坊也对
泽雅水环境造成影响，瓯海开展造纸
专项整治，取缔机械造纸加工作坊
263家，拆除腌塘2126个，违建4.6万
平方米，消除了机械造纸业对库区的
污染。

随着治水的不断深入，温州水质
明显好转。据监测结果，瓯江、飞云
江水质为优，曾经是全省八大水系污
染最严重的鳌江，江口渡站位水质由
长期的劣五类上升到四类。12 个跨
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全部合
格，优良率达83%。全市县级以上集
中 式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水 质 达 标 率
100%。全市平原河网主要污染物平
均浓度与去年相比均有明显下降。

一手治污，一手添绿，温州正在大
力实施水文化提升等工程，这些美丽
浙南水乡建设项目，为市民增添了休
闲养生的好去处。近期“五水共治”群
众满意度测评显示，群众对“两河”整
治工作满意度为81%。“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爱水、惜水、护水”
的意识在干部群众中得到强化。

治污水——
河道清洁 群众满意

温州有几处有名的涝区，瓯海
三溪片区就在其中。这里排涝标准
低，历来是全市防洪减灾能力最为
薄弱、洪涝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
一，淹水频率近乎于“每年一遇”。
在家住郭溪街道的市民陈丽燕的印象
中，从小到大，每逢下稍大一点的雨，
家里必定水漫金山，尽管父亲会将装
满水泥的麻袋堆积起来放在门边，但
仍抵挡不住洪水的汹涌入侵。

已经建成的西向排洪工程，结
束了瓯海三溪片区居民陈丽燕一家
和附近居民“每年一遇”，“逢台必
涝”，被水淹、淌水过的日子。如今，
面对强台风，他们终于不再担心受
怕。“西向排洪工程是温州城市防洪
体系中的控制性工程，也是目前温
州城市防洪排涝规模最大的水利工
程，它将城区西部大部分雨水直接
排入瓯江，大大提高了城区的防灾
减灾能力。”温州市西向排洪工程建
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何克密介绍。

温州是浙江沿海台风的多发地

带，洪涝灾害问题突出。据资料显
示，温州市降雨量高度集中，全年
72%的降雨集中在汛期(其中梅汛期
占 34.1%，台汛期占37.9%)，属洪涝台
灾害高发区。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
来影响温州的台风有 191 个，影响频
率约 3 个/年，登陆频率 0.28 个/年，大
灾频率 0.75 个/年。同时，温州特殊
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还决定了
台风季节很容易遭遇风、雨、潮“三
碰头”。当前温州市城市防洪、挡潮
和排涝能力不强的问题仍然突出，
主要流域上游控制性工程尚未建
成，个别地区甚至逢台必涝。

这些因素使得治水天然成为一
项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
活品质的“民生工程”。治水，既要
制 服 洪 水 之 虎 ，也 要 治 除 内 涝 之
患。截至 11 月底，温州市完成水利
年度投资 115 亿元，列入省计划投资
82 亿元，已超额完成，位居全省第
一。另外，还增加城市内涝应急强
排能力 1.81 万 m3/h，清疏排水管网

1860 公里，均超额完成省里下达的
计划任务。

新建成的平阳顺溪水库已经在
拦蓄洪水方面发挥巨大防洪效益。
今年第 10 号强台风“麦德姆”登陆
后，受其影响，平阳县普降暴雨到大
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在防御“麦德
姆”台风过程中，顺溪水库水位达
到 170 米 ，成 功 拦 蓄 上 游 来 水 约
2000 万 m3，有效减轻了位于下游的
顺溪、南雁、水头、萧江等防汛重灾
区的洪水灾害。尤其是昔日台风
重灾区水头镇，在去年同等威力的

“潭美”台风中，约 40 平方公里面
积受淹，历时 7 小时，最大水深 1.2
米，围困人口 7.1 万人，直接经济损
失 820 万元。但在此次台风中，由
于顺溪水库下闸蓄水，水头镇没有
出现大范围漫水现象，减少经济损失
1000余万元，防灾效益明显。

随着鹿城双屿黄龙北排工程、
平阳顺溪水利枢纽工程、苍南朱家
站水闸、永嘉县城应急排涝工程等
一批骨工程建成投用，温州城市排
涝能力大幅提升，原先这些区域“小
水大涝”、“一年多涝”、“水漫金山”
的经历渐成历史。

防洪水 排涝水——
“水漫金山”渐成记忆

珊溪水源保护工作继荣膺
2013 中国基层治水十大经验之首
后，因为“水源地保护”的突出成
效，引来国内多家中央新闻媒体
关注，纷纷撰文报道珊溪水库水
源地保护及保障饮用水安全等方
面的先进经验。

位于温州西部的珊溪水库
是温州人民的“大水缸”，它担负
着温州市 500 万人口的日常饮水
任务。由于受生活污水、垃圾和
畜 禽 养 殖 污 染 的 严 重 影 响 ，从
2009 年到 2011 年，温州珊溪水库
水质下降，从蓄水之初的一类下
降到三类。

如何更好地保护好温州的水
源地、又要让库区的群众成功转
产转业，做到既要保护好一汪清
水，又要致富一方百姓？这是摆
在温州治水面前的一个难题。

从 2006 年开始，温州市投入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帮助
养殖户治理畜禽养殖污染。然
而，几年的摸索下来，发现通过治
污设施的整治模式行不通。2012
年 5 月，温州市痛下决心，从源头
上扼制水源地水质恶化的局面。
这个从“切一刀”到“一刀切”的整
治转变彻底改变珊溪水利枢纽水
源地。

张小新曾是文成县最大的养
殖户，他经营的新伟畜牧养殖有
限公司拥有 3 万头猪，年产值达
5000 万元。他说：“养猪污染确实
存在，当时干部们来劝说我的时
候我很挣扎，后来干部们不断做

我思想工作，我想通了，最终也找
到了出路。”2013年5月底，张小新
在云南楚雄州动工兴建规模猪
场，成功转产异地。

为了帮助库区原养殖户二次
创业，温州特设了转产转业专项
扶持资金，每年 2000 万元，连续 5
年共资助1亿元。

面对珊溪水源保护庞大的资
金需求，智慧的温州人在政府“有
形之手”的引导下，创新筹资渠
道，温州人探索出了一条“以水养
水”的路子：在供水水价中设立水
源保护治理费，通过听证等一系
列程序，纳入水价成本。以市公
用 集 团 为 融 资 平 台 ，每 年 整 合
8000 万元财政引导资金，用水源
保护治理费收益权作质押，进行
贷款融资。

水源保护综合整治两年多
来，直接减少入库污染物 60％以
上，主要入库支流水质恶化趋势
得到遏制，污染最严重的黄坦坑
溪水质从劣五类提升为二至三
类 ，蓝 藻 异 常 增 殖 现 象 基 本 消
失。

治好老祖宗留下来的绿水青
山，通过治水倒逼转型升级，这是
温州各地层出不穷的治水实践遵
循的真理。曾被列为全国十大环
境违法典型案件的平阳水头制革
基地，在治水行动中脱胎换骨。
水头制革基地从单纯的重污染制
革生产，逐步转向多元的轻污染
皮件生产，当地工业产值还稳中
有升。

保供水——护水、富民两手抓保供水——护水、富民两手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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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百日清淤大会战乐清百日清淤大会战

龙湾：昔日垃圾河成游泳河

文成梅垟下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点文成梅垟下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点

瑞安明镜滨水生态公园

温州市城区防洪堤工程

温州珊溪水库

铁腕治水有力有为 全民护水可歌可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