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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

本版编辑 来 洁 殷立春

保护水资源，从节水爱水做起

⑦⑦

被大海环抱的“蓝色”大连，如今又多了
一个主色调——绿色。

入夏以来，许多到大连看海的游客发现，
这座滨海城市的“绿色”同样美不胜收——

滨海路上，绵延不绝的郁郁葱葱树木几
乎遮挡住了海景；老虎滩畔，人们对各种花草
树木关注就要超过极具魅力的海洋馆；棒棰
岛边，前去洗海澡的游客要经过一片密密麻
麻的“森林”⋯⋯今年旅游季，一抹抹“森林
绿”眼瞅着就要抢了“海洋蓝”的戏。

绿色，给许多前来大连旅游的游客留下
深刻印象。在大连火车站候车室里，记者遇
见刚在大连游玩结束正准备回黑龙江的司先
生一家，带着高考完的儿子游览过大连，司先
生心情愉快：“没想到大连的绿化也这么好，
在树荫下看大海的感觉十分美妙。”

一个绿意盎然的大连来自于被称为青山
生态系统工程的实施。大连市林业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自 2010年大连市全面实施青
山生态系统工程建设以来，全社会共投入
301.3 亿元，栽植树木 7.58 亿株，造林补植面
积 300.2 万亩，建设完善省级以上森林公园
15处，总面积达 75.6万亩。

如今的大连，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所到之
处一片郁郁葱葱。截至目前，大连县级以上
公路和铁路绿化基本形成绿色通道，全市“八
纵六横一脊一环十二组团”的生态主体框架
基 本 形 成 。 森 林 覆 盖 率 由 38.3% 提 高 到
41.5% ，林 木 绿 化 率 由 42.99% 增 加 到
44.48%，活立木蓄积量由 1099.31 万立方米
增加到1186.9万立方米。主城区、新市区、先
导区绿化基本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农村绿
化正在向森林乡村迈进。

“绿色”大连不仅好看，也更“好用”。根
据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网络管理中心
测定，全市森林固定二氧化碳 349.29 万吨，
释放氧气 212.40 万吨，涵养水源 8.26 亿立方
米，固定土量 1636 万吨，青山生态系统工程
大大改善了大连的生态环境。

记者了解到，大连将继续加大青山生态
系统工程的建设力度，今年再投入 100.5 亿
元，围绕主城区、新市区、新农村三大组团，实
行成区域、成单元、成体系绿化，做到山水路
村集中连片造林，让一片片绿色覆盖大连的
城市和乡村。

大连300亿推进青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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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
个美丽的景象居然展现在一个以工业项目为
主的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里，成为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比翼齐飞的有力见证。

傅疃河作为日照市的母亲河，河口两侧湿
地平均宽度可达 3公里至 4公里，这里原本水
生、陆生动植物种类繁多，但是随着近年来工
农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傅疃河口
湿地生态系统受到严峻考验，许多珍稀鸟类和
水生植物从人们的视线中不断消失⋯⋯

为进一步修复和改善全区生态环境质
量，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在开发中保
护、在保护中开发”，2007 年初专门编制了湿
地保护规划，近年来已累计完成投资 2.1 亿
元，建设了废水处理中心、崮河河床净化、退
养和退耕还湿等六项工程，被命名为日照市
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和山东省级湿地公园。

湿地得到保护了，环境质量明显提升。
湿地内良好的植被拦截了南部工业区的烟尘
向市区侵入，犹如一台巨大的加湿器，调节滋
润着市区的气候。今年，日照经济技术开发
区又投资 1500万元，启动实施了崮河人工湿
地水质净化工程，在河道内种植净化能力较
强的燕子花、梭鱼草等湿生植物和香蒲等挺
水植物水生植物，进一步净化水质。

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
质量，也提升了经济效益。今年上半年，全区
预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20 亿元，增长 16%；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304.5 亿 元 ，增 长
25.2%；实际外商直接投资 6870万美元，增长
55%。 图文/本报记者 翟天雪

通讯员 张文军 范文辉

在江苏省无锡市太湖新城污水处理厂，
副厂长谈振娇用矿泉水瓶装满刚刚处理完的
再生水。这瓶水无色也无味，谈振娇说，“水
质达到一级Ａ标准，可以供热电公司循环冷
却、湿地生态景观、市政环卫、绿化、冲厕等用
水”。这座污水处理厂每天可处理１５万吨
污水，其中的５万吨用于再生水利用。谈振
娇坦言，建设再生水利用工程的投入很大，希
望通过示范运行唤起大家的节水意识。

江南水乡无锡并不缺水，随处可见小河
道、小水塘，取水非常容易。丰水地区，也需
要如此节水吗？

“整个江苏省的过境水资源相对丰富，但
从全国来看，水资源日趋紧张是事实，作为局
部的江苏省也必须积极行动起来。而且，节
水还意味着减少污染排放，降低能源消耗。”
江苏省水利厅副厅长陆桂华说。2006 年，江
苏在全省范围内启动了节水型社会建设。

丰水地区的节水实践需要从改变意识开
始。在江苏省吴江市实验小学的校园里，贴满
了学生们自己绘制和拍摄的节水宣传画，说起
生活中的节水小常识，同学们头头是道。2011
年开始，江苏全面启动全省１万多所中小学节
水型学校创建工作，通过提高学生的节水意
识，带动家庭及全社会对节水的重视。

“推进节水工作一定要有抓手。”陆桂华
介绍，不仅仅是学校，江苏全省先后创建了节
水型企业（单位）、节水型灌区、节水型社区等

1441 个节水载体，通过节水防污典型示范，
带动一个行业的节水实践，继而在全社会营
造节水氛围，让节水的理念深入各行各业、深
入人心。

高德（苏州）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各
种印刷线路板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公司。生
产印刷线路板需要将近 40 道工序，有一多半
需要耗水。高德（苏州）电子有限公司厂长王
宏介绍：“当我们意识到节水越来越重要，就
更用心于生产过程的管控，让每一道工艺的
参数更加优化，减少耗水量，还尝试把后续工
序产生的废水再次利用。”仅仅是工艺管理的
精细化，投入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却可以让公
司产品的单位面积耗水量降低近一半。

王宏坦言，节约用水是企业该有的社会
责任，换一个角度来看，节水还是节约成本，
节约成本就是提高效益。“我们还在探索提高
节水空间的可能性，虽然需要投入不少资金，
但从长期来看，还是划算。”节水节出经济账，
企业的热情自然被调动。

然而，将节水变成行动，仅靠提高节水意
识，调动主动节水的积极性显然不够，还需要
从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实现“逆向倒逼”。
在实践中，苏州市创新提出了工业企业用水
审计制度。苏州市水务局局长戴锦明介绍，
这项借鉴财务审计的工作已经在苏州市的造
纸、啤酒、电子、制药等 9 个行业开展，审计的
目的是挖掘企业节水潜力，促进企业合理用

水、科学用水。“我们计划用 3 年时间，实现企
业用水审计覆盖全市高耗水行业，重点督促
用水不合理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节约用水，有时候还需要一些经济‘刺
激’。”无锡市水利局局长王鸿涌说。无锡市
对不同类别用水实行差别水价，调高高耗水
行业用水水价。“生活类用水水价 3.2 元/吨，
而六大高耗水行业的水价调到 4.85 元/吨。”
2007 年起，无锡市还开始对居民生活用水实
行阶梯式水价。按照户籍人口 4 人计，每户
每月生活用水 25 吨及以下为第一级，25 吨
到 30 吨为第二级，超过 30 吨为第三级。梯
次水价第一级为 3.2 元/吨，第二级 4.8 元/吨，
第三级则上涨为 6.4 元/吨。“通过水价的不
断调增，调节用水成本，用水价杠杆促进节
水。”王鸿涌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丰水地区要节水，比缺
水地区还难。而江苏省通过节水型社会建设，
提高人们的节水意识，调动各行各业的节水积
极性，初步建立起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节水防
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
益显著提高，全省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由
2005年的 251立方米/万元下降到 2012年的
102 立方米/万元，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由
2005 的 56 立方米/万元下降到 2012 年的 19
立方米/万元，每年都超额完成了国家和省政
府规定的分别下降4%和6%的目标，为丰水地
区开展节水工作提供了借鉴经验。

丰水地区的节水经
本报记者 张 雪

今年入夏以来，北京的雨水尤为充沛，
在给市民送来清凉的同时，也增加了市政排
水的压力。如何利用好可贵的雨水资源？
作为城市“绿肺”的北京西城区万寿公园，因
地制宜，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把过去发愁怎
样才能尽快排出的雨水，变成改善环境的景
观用水、绿化用水，并积极当好雨水“中转
站”，对市政排水起到了良好调节作用。

万寿公园位于居民稠密区，是北京市
第一座老年公园。夏日里，漫步在公园，闹
中取静，随处可见老人孩子们或欢笑玩耍，
或锻炼放松怡然自乐。如此优美的环境，
离不开公园的高质量管理。万寿公园绿地
3 万平方米，栽种各种树木 1 万多株，绿化
覆盖率 79.2%，绿化用水占全园用水总量
的 90%以上。在水资源高度紧缺的北京，
如何高效用水，一直是万寿公园管理者关
注的难点。

“大概 10 年前，我们就进行了全园节
水改造工程，成效明显。即便是去年 7·21
暴雨时，公园也在 30 分钟内，就排掉了全
部积水。”作为园林工作者，万寿公园管理
处 主 任 祝 亚 利 的 节 水 意 识 很 强 。 早 在
2004 年，万寿公园便在北京市、区节水办
专家的点拨下，根据自身条件建立起“雨水
渗水井+渗水沟+渗水透气砖+景观水池调
节”的节水管理模式。

“我们当时新建了 5 个雨水渗水井，并
用 1500 米管道将这 5 个渗水井连通，建成
雨水回灌利用系统。雨水通过渗透井会进
入市政排水管道，可以说，这是公益性的。”
万寿公园属于周边区域的低洼带，每当下
雨形成地表径流时，都会有大量雨水回灌
到公园中。“渗水井的排水效果非常明显，
去年 7·21 暴雨时，5 个深 4 米、平均直径
1.6米的水井集满雨水，一晚便将雨水全部
排空。”祝亚利表示，“由于占地面积小，集
水效果显著，预计今明两年，我们还会增建
至少 6个渗水井，加强节水力度。”

除了用好每年汛期时“来势汹汹”的雨
水，万寿公园也没有忽视日常的零星小
雨。透水砖，就是做好日常雨水收集的利
器。记者注意到，公园内道路及广场的地
面都铺着青灰色的渗水透气砖，不但古朴
典雅，踩上去还感到松软舒适，为大家增添
了步行的乐趣。“这种砖利于雨水渗透，可
延长雨水湿润地被植物的时间，起到调节
空气湿度、节约用水的作用。”祝亚利告诉
记者，“为了保护全园近 7000 平方米相对
松软的渗水透气砖，我们与各驻园单位沟
通，禁止一切机动车辆入园。”

点滴汇聚而成的雨水，也让这座小公
园多了几分灵动的美丽。万寿公园人气最
旺的景点当属两座景观水池。每年春季，
繁花盛开，吸引了很多人拍照留影。这两
座水池的水源就是雨水，既可以在雨季大
量收集雨水，减少人工注水成本。又高效
调节了公园的空气湿度。此外，万寿公园
还建了两条 100 平方米节水沟，节水沟作
为下沉式绿地，也收到了绿化与集水排水
的双重效果。

万寿公园：

当好雨水“中转站”

本报记者 郎 冰

水，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

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拧开水龙头、水流源

源不断的场景，大家习以为常。然而，日前看

到《一封写于 2070 年的信》，其中描绘的未来

水资源极度匮乏的景象令人警醒。

“现在是 2070 年，我刚刚满 50 岁，但看上

去就像 85 岁。我患有很严重的肾病，因为我

很少喝水。曾经每个成人一天的最佳饮水量

是8杯，现在只能喝到半杯。”

“我记得当我只有 5 岁时，一切都是那么

不同。那时公园里栽满了绿树，家家都有漂

亮的花园，我可以在花洒下面痛痛快快洗上

一个小时的澡；现在我们只能用湿毛巾沾上

矿物油擦洗皮肤。”

“我记得那时有很多类似‘节约用水’的标

语，但没人在意，人们都觉得水是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现在，所有的河流、水库、池塘和地下

水都已经被污染或是早就枯竭。放眼望去，我

们周围随处可见的只有沙漠。水成为了人们最

为渴求的珍宝，黄金和钻石已经一文不值。”

刊载于西班牙《数码报》的文章所描绘的

这些场景，看似遥不可及，仔细想想也未必荒

诞。当前我国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

态恶化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有些地方的河

流湖泊已经干涸消失，不少地方频频发生恶

性的水污染事件，甚至在一些地方，人们因为

常年饮用受污染的水而导致癌症高发。如果

我们不有所作为，由水引发的生态恶果早晚

会波及每一个人。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有丰水

的错觉。北京是我国最“渴”的城市，但是北

京市民却很少感受到缺水，即便这座庞大城

市容纳的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以水定人”的

限额。外地人来北京，看到碧波荡漾的湖泊

和水草丰茂的湿地，甚至还会觉得北京的水

很多。事实上，近两年北京干涸多年的潮白

河、永定河等河流和不少水景的恢复，都是再

生水和外来引水的功劳。既然人们在生活中

感受不到水的紧缺，在洗菜、洗衣、洗澡、洗车

等生活各个细节的浪费也就屡见不鲜。

保护水资源、治理水污染，并不是只事关政府

社会的宏大命题，我们每个人必须从自己身边的

点滴小事做起。节约用水，多用节水产品，一水多

用，少用化学洗剂⋯⋯这些都可以减少不必要的

浪费和污染。做好垃圾分类，少用塑料制品，不浪

费饮食，减少在服装等方面的过度消费，则可以在

更大的范围内减少对水资源的消耗和污染。

当前，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了环境问题的

严重性，但是这种认识却并未普遍转化为现实

的行动。沿袭着行为的惰性，人们总是寄希望

于他人的改变。要改变这种情况，不仅要加大

倡导力度，更应有动真格的制度，其中关键的

一点是稳妥推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让水

的价格体现其珍贵的生态价值。

如果将来每天只能喝半杯水⋯⋯
□ 来 洁

日照开发区湿地保护有规划

经济和生态“比翼齐飞”

人@ 现场

编者按 水是生命之

源。保护水资源，是我们

共同的责任。

节水爱水，不应止步

于观念，更应体现在行动

上。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单

位、每一个人，从点滴做起

都可以实现不小的改变。

将节水变成行动，还

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

创新，形成“硬约束”的支

撑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