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冬时节，《经济日报》记者走进陕西
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同德佳苑小区，看不到
烟囱，居民家里也没有壁挂锅炉。然而，
在小区业主周莹家，融融暖意扑面而来。
她三岁的小女儿光脚在地板上玩耍，绿
萝、剑兰、幸福树长势正旺，金鱼快乐地游
来游去，温度计定格在 23 摄氏度，“没听
说过吧，我们这里采用了干热岩供暖”。

周莹所说的干热岩供暖，是西咸新区
创新探索的我国首个干热岩供热 PPP 项
目，属于新型绿色供热技术。

“干热岩资源储量丰富，是可再生资
源，环保且经济。”陕西沣西新城四季春供
热公司项目部负责人皇利军说。作为一
种新型供热技术，其原理是通过地下岩层
钻孔采热，具体就是在钻孔中安装一种密
闭的金属换热器，直接从地下 2000 米处

采集热量，然后通过水循环专业设备向地
面建筑物供热，整个供热过程不产生废
气、废液、废渣等污染物排放；与天然气供
暖、地源热泵等相比，干热岩技术属于分
布式能源，不需建设热源厂和开挖路面、
敷设大量热力管网，不抽取地下水，不影
响地下水层。此外，干热岩是可再生资
源，没有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对节
能减排、治污减霾具有重要意义。

西咸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宇斌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以一个采暖季（4 个月）、
100 万平方米建筑为例，与燃煤锅炉相
比，干热岩供热可替代标准煤 1.6 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 4.3 万吨、二氧化硫排放
136吨。而且该技术投资小、运行成本低，
按照一个孔（井）可解决 1 万至 1.3 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的供热计算，其运行成本仅为

燃煤集中供热方式的 35％。
“采用干热岩供热技术，能同时制热、

冷，提供全年生活热水，供暖温度超出市
政标准 5℃以上，常年恒温 23℃，洗澡都
不用开暖气了，取暖费和市政集中供热一
个价，真划算。更重要的是，供暖过程不
产生污染，小区的空气环境也有了保障。”
作为全国首批干热岩取暖用户，周莹对这
一绿色能源技术充满自豪。

“在西咸新区建设过程中，我们设置
了很高的环保‘门槛’。”西咸新区沣西新
城管委会建设环保局副局长李宇超说，在
同德佳苑小区进行供暖招标过程中，来自
西安、咸阳等地的多家地热供暖公司和天
然气供暖公司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向，但
考虑到环保和成本因素，还是决定采用新
技术。经过近两年的考察论证后，沣西新

城管委会向拥有成熟干热岩供热技术的
陕西四季春供热有限公司伸出橄榄枝，决
定在沣西新城同德佳苑小区启用我国首
个干热岩供热 PPP项目。

据了解，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同德佳苑
（一期）、钓鱼台安置小区干热岩供热 PPP
项目也是 PPP 模式在西咸新区的首次尝
试。合同约定，陕西四季春清洁热源股份
有限公司与陕西沣西新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合作，共同出资成立陕西沣西新城四
季春供热有限公司，负责干热岩供热项目
的建设和运营。收费标准以市政供热价
格执行，运营期 30 年，期满后无偿移交当
地政府。目前已按市政供暖时间投入使
用，3 口钻井带出的热能可供同德佳苑共
计 1080 套住房 5.6 万平方米面积供热。
西咸新区正计划在全区推广应用该技术。

近来，青岛新能源车辆应用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2014 年，青岛新能源汽车比前 3 年总量增加了 1.6
倍，2015 年上半年增加了 976 辆，是 2014 年总量的
1.3 倍，而第三季度就增加了 922 辆，10 月份更是增
加了 821 辆，预计截至 2015 年底，全市新能源汽车
突破 5000 辆，这其中，新能源公交车达 1264 辆，其
纯电动公交车数量、运行情况、使用效果均居全国
首位。

青岛市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增长，源于大力度的
基础设施建设及强力的推广措施。自 2013 年获批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示范城市以来，青岛市建立了联
席会议制度，全面推进政策制定、车辆推广、充电
设施建设工作。在新能源乘用车购置补贴政策方
面，青岛执行国家 2013 年补贴标准，但不实行每年
递减 5%的退出机制，成为全国补贴力度最大的 3 个
城市之一。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青岛先后配套建成使用薛家
岛、深圳路等 3 座充换电站、13 个换电工位，正在建
设流清河、珠江路等 3 座充换电站、10 个换电工位。
截至 2015 年底，全市充换电纯电动公交车累计行驶
里程 7429 万公里，充换电量 7680 万千瓦时，创造了
单车换电平均耗时 10 分钟、单车每次换电最大行驶
里程 225 公里、单车日均行驶里程 229 公里、单车最
大行驶里程 405公里等多项纪录。

在新能源乘用车充电终端建设上，青岛市通过
政策补助、工程示范等措施，引导充电设施建设市
场化发展。目前在青岛市注册并开展充电设施建设
和运营的企业包括青岛供电公司、特来电、昱能、
阳光新能源和普天新能源等多家企业，市场竞争的
作用推动充电设施建设快速增长，2014 年前，全
市充电终端只有 291 个，2015 年上半年完成了 532
个，第三季度建成了 393 个，预计截至 2015 年底
超过 7000 个。青岛市已逐步构建起以公交充换电
站、公共停车场、政府机关、科技园区及高校、企
业和具备条件的居民小区为主体的公共充换电服务
网络。

与此同时，青岛在新能源汽车推广方面不断创
新。他们启动了集团化车辆推广应用专项行动。在大
型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开展新能源汽车宣传推介工
作，推动在通勤班车、公务用车以及员工自购车等方
面的应用，扩大新能源汽车集团化应用范围。高新
区、崂山区、海尔、流亭机场等区市政府和单位已购
置或租赁新能源通勤班车、礼宾接待用车等计 200
余辆。

青岛还开展了纯电动乘用车和物流车的日常租
赁、分时租赁等试点，推动新能源汽车应用多元化。
崂山区率先启动公务出行分时租赁试点，在区级机
关、街道办等 10 余个停车场建设充电终端，投运租
赁车辆 50 辆。高新区在盘古创客空间、工研院等创
业孵化器开展乘用车租赁试点示范项目。下一步，青
岛将在高校、科研机构中推广新能源汽车以租代购
模式。

同时，青岛通过区域示范，推进政府机关及公
共机构新能源汽车应用，形成新能源汽车应用生态
圈。高新区按照 85%的比例补贴车辆租赁费用，区
内租用新能源汽车 100 辆，建设充电终端 172 个，
实现高新区内两公里充电网络全覆盖，较好地满足
了创业团队的使用需求。目前，青岛蓝色硅谷、董
家口港区、西海岸大学城等区域也已着手启动试点
工作。

2014 年以来，面对公务车改革导致新车采购和
更新暂停、出租车扩增难度大等问题，青岛市又提
出了“以充电设施带动车辆推广、以集团化带动私
家车应用”的推广模式，确定以政府机关、科技园
区及高校、大型企业、具备条件的居民小区为重
点，加大推广力度，由此形成了“车桩互动”的良
性循环。

新能源汽车最大优点是节能环保。仅以公交车
的排放测算，目前青岛近 1300 辆纯电动公交车日
均行驶 250 公里，每年即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约 9
万吨。

我国首个干热岩供热 PPP 项目在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启用——

这 里 供 暖 季 不 冒 烟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何汪维

山东青岛：

纯电动公交车数量居全国首位
本报记者 刘 成

“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
山。”竹西佳处，水墨江南，轻轻吐纳一口，
只惊叹于太湖岸畔如此祥云缭绕，令人魂
牵梦萦。

浙江湖州、江苏扬州，两座依水而建、
因水而兴的城市，曾几何时，却也为水劳
心伤神——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水污染步
步紧逼：太湖蓝藻暴发、城区主要河道水
质沦为劣 V 类、农村水塘散发恶臭⋯⋯

发展的烦恼倒逼千年水乡反思，究竟
问题出在哪里？又该以怎样的理念和决
心化解危机？

自201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以来，湖州、扬
州对水资源管理再度加码，或出台新政，或
组合整治。如今，水乡复清，诗画盈城。

以制管水：
治水护水有了保障

湖山胜境，轻舟画舫，街巷弄堂之间，
流水缓缓淌过，千百年来，南太湖的浪花
温柔地拍打着湖州的土地。

“水乡地区严格管理水资源是个难
题。”湖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李世华说，“节
水、护水意识的培养、强化，还需要制度作
保障”。2012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
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确立
了“三条红线”“四项制度”，将水资源开发
利用、节约和保护的主要指标纳入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国家对省有考核制度，省对市有考
核制度，市对县也有考核制度，湖州长兴
县建立了分工负责的考核机制，把最严制
度层层落实，形成一套完整的考核体系。”
浙江省水资源与水保处副处长王云南说，
将水资源管理成效与地方政府考核挂钩，
是激励地方积极管理水资源的重要举措。

“湖州不缺水，但缺好水。”李世华告
诉记者，湖州虽是江南鱼米之乡，水资源
量总体丰富，但人均水资源并不多，且面
临水源污染、水质下降的问题。“以前村里
的河水又黑又臭，实在脏，现在干净多了，
大家都愿意在河里洗菜。”居住在湖州横
山桥村的 52岁村民钱利娥说。

2015 年 5 月，横山桥村铺设管网 14
万余米，接入农户 401 家，连通污水处理
厂，彻底解决了生活污水乱排乱放问题。

除了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业用水
也有严格定额编制管理，李世华介绍，湖
州建立了分行业水耗综合评价体系，实行
高污染、高耗水企业差别化污水处理费制
度。“节水型社会建设，既依赖于政府的主
导约束，也要引入市场机制。”王云南说，
市场的调节作用，可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
性，参与节水减排、水环境保护治理。

长兴县华盛高级中学通过与深圳大
能节水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对全校的供水
管网、节水器具、计量设施进行更新改造，
以契约形式约定节能目标、利润分享，项
目实施以来，学校实现年节水量 9 万吨，
节约水费 16万元。

以水定城：
清淤治污活水绕城

北通淮河、南接长江，水系发达的古
城扬州，近年来也没有逃脱工业化带来的
影响：排污量大幅度增加，畅通的水流被
阻断，水质不断恶化⋯⋯

“老百姓意见最大的是 8 条骨干河，
又黑又臭，一到高温时节，气味难闻。”扬
州市水资源管理处处长吕为龙说，“河道
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清水的前提是活
水，要保持水体的流动，流水才能不腐”。

水怎么活起来？吕为龙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总体思路是：引大运河活水水
源，盘活城区水系，流经城区主要河道水
系，再由瓜州闸和泗源沟闸排入长江。

给水脉“通经活络”并非易事，为此扬
州决心用 3 年时间，投入 100 亿元，开展
城市“清水活水”综合整治，定期清淤，节
污控污，沟通水系，生态修复。截至 2015
年 10 月，大运河以西主城区 90 平方公里
范围内，全长 140 公里的 35 条河流实现
活水全覆盖，使百万人口告别河道黑臭。

位于扬州蜀冈高地之上，占地面积
110 亩、长 7 公里的唐子城护城河，沉睡
了千年之后，2015 年 5 月，终于再次奔流
不息。“以前这里根本看不到水面，”瘦西
湖风景区 50 岁的当地居民裘文峰告诉记
者，“附近的人在这养鱼、种芹菜、私搭乱
建，生活污水全部下河，时间长了，河道就
被堵塞，分割成一块块方格，环境很差”。

2013 年，扬州投资近 5 亿元，开始对
唐子城护城河进行全面整治，拆违、清淤、
绿化。如今，疏浚后的护城河，上承京杭
大运河，下通唐子城水系，小桥流水风光
旖旎，成为附近居民垂钓散心的好去处。

活水实现治标，还需要控污来治本。
“‘污染在水里，根子在岸上’，淤水变活水
只是第一步，活水变清水是老百姓最迫切
的需求。”扬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许林灿说，
为保障整治后河道清水畅流，市环保局对
河堤两岸排污口进行了接管排污导流，实
施雨污分流，“目前 8 条骨干河道中已经
对 5 条河道的入河排污口标牌，一个排污
口对应一个编号，方便全社会监管，环保
局也会定期组织人员去河道监察，不允许
任何污水入河”。

以水定产：
倒逼经济转型升级

在湖州浙能长兴发电有限公司厂区，
一处占地约半个足球场大小、三层楼高的
污水处理设施楼，并不显眼，却有着惊人
的吐纳能力。“这是长江以南地区规模最
大的中水回用工程。”公司副总经理袁伟
中说，每天约有 3 至 4 万吨城市污水被输
送至电厂内深度处理，替代原来从陆汇港
取的自然水，作为电厂循环冷却水和工业
杂用水水源，实现市政污水循环利用，“在
过去的 6 年，中水处理总量超过 5800 万
吨，相当于节约了 5个西湖的蓄水量”。

“很多人认为湖州的水资源丰富，用
水可以粗放一些，管理可以宽松一点。”王
云南说，“其实节水就是减排，企业生产用
水量降低，就意味着污水排放减少，污水

处理成本也随之降低，对于社会发展和环
境改善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湖州借助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实行的契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探
索，淘汰了一批高耗水、低产出的小散企
业，优化产业结构，一批低耗水、高产出的
新企业落地生根。

湖州市水利局副局长龚丁告诉记者，
目前，湖州全市的喷水织机、火电等行业，
全部应用了中水回用技术，实现污水零排
放。长兴县更对蓄电池行业进行集中整
治，企业数量由原来的 225 家锐减到 15
家，并全部集中入园，而产值则由原来的
17亿元升至 280亿元。

王云南说，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核心

是正确处理水与发展的关系，水美了，城
市更有灵气，发展质量和速度才能同步提
升。2013 年，湖州市旅游总收入近 400
亿元，旅游业增加值达到 105 亿元、占全
市生产总值的 6%。生态环境的改善，促
进了旅游、餐饮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毗邻
太湖的图影湿地，经清淤、治污等综合治
理后，碧波荡漾，芦苇摇曳，白鹭戏水，仅
2015年上半年就接待游客约 8.2万人次。

“水是最重要的资源。”龚丁说，“以前
的发展模式只看重数量，现在考核指挥棒
有了调整，环境倒逼的压力趋紧，大家把
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出发点，以水定产，
绿色发展，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
丰收”。

浙江和江苏两城市通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追求绿色发展——

湖州和扬州 治水双丰收
本报记者 张 雪 李华林

冬日的寒风吹拂在山东夏津县罗庄
村 300 亩湿地的残荷上，村民王子龙老汉
像往常一样在湖边钓鱼，“这里从前是一
大片盐碱地。自从建了湿地，不仅水好不
结冰，鱼也多。周围的乡亲们经常来钓鱼
和遛弯”。老人对记者说。

你可能想不到，这个湿地的水源竟然
来自于中水。2013 年，夏津县对几百亩
盐碱地进行了改造，用夏津污水处理厂的
中水造起了湿地。厂长韩群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这是通过夏津县“治、用、保”水
污染防治体系中“保”环节的重要工程，具
有生态调节、改善水质、涵养水源和风景
观赏等功能，不仅对污水处理厂尾水进行
了深度净化处理，而且改变了当地环境。
她欣喜地说：“中水在湿地公园经过植物
的过滤，最后流入海河流域的青年河，经
济和社会效益都获得了成功。”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提速，使得水资源
面临挑战。超过 400 个城市存在用水短
缺现象，日均用水短缺量为 1600 万立方
米，相当于近 16 万人的年均用水量。向
哪里要水？北控水务集团副总裁于立国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提高污水处理质量
可以有效应对挑战，利用好中水是今后发
展趋势。通过适当的技术，处理后的污水
可以满足特定的需求，如用于设备冷却、
清洗以及锅炉运行等工业领域，也可用于
城市景观等市政环卫用途。

于立国说：“我国中水利用的市场潜
力 巨 大 ，目 前 经 处 理 的 污 水 仅 有 不 到

10%被再利用，从技术上而言，70%的污
水经处理后都可以回用。北控水务集团
各个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项目主要以滤
料过滤和超滤过滤处理工艺为主，达到国
家相关再生水和回用水处理标准后，主要
用于污水处理厂生产自用、工业用水、景
观及河道补充用水，以及用于冲厕等居民
生活用水。”夏津污水处理厂即是北控水
务集团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所建项目，
总投资 8100 万元，日处理污水 4 万立方
米，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80%。

据了解，污水再生利用率每提高 10
个百分点，相当于增加供水量约 8 个百分
点。按照我国“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处
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到 2015 年，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再生水（即中水）利用
率要达到 15%以上。目前全国已投运城
镇污水处理设施 4000 余座，处理能力超
过 1.6亿吨/天。

新加坡将“中水”称为新水，德国中水
利用率达到 48%，我国与先进国家差距很
大。于立国说，2014年北控集团污水处理
量总计20亿吨，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的水
量占 80%，约 16 亿吨，可作为绿化、景观、
农业灌溉等用水。但目前除了污水处理
厂内部作为绿化用水、脱泥反冲洗用水使
用外，全年中水供水量只有 400 万吨；其
余都排放至河道，白白流走，像在夏津县
那样得到利用的并不多，实际利用中水仅
占可利用再生水资源的 0.25%，这意味着
我国中水利用还有巨大空间可挖潜。

向“ 中 水 ”要 水
本报记者 陈 颐

上图 经过疏浚清淤后的扬州堡城村河道恢复水清岸明的宜人景象。

右图 浙江长兴电厂建成长江以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中水回用工程。

本报记者 李华林摄

本报北京 1 月 4 日讯 记者
曹红艳从环保部获悉：经国务
院批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
近日进驻河北省开展环境保护
督察试点工作。记者从今天上
午在石家庄召开的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组督察河北省工作动员
会上了解到，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 组 现 场 督 察 时 间 约 1 个 月
左右。

据介绍，环境保护督察是
党中央、国务院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强化环
境 保 护 工 作 的 重 大 制 度 安 排 ，
督促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环境
保护主体责任的有力措施。环
境保护督察主要督察省级党委
和政府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 环 境 保 护 重 大 决 策 部 署 情
况 ， 解 决 和 处 理 突 出 环 境 问
题、改善环境质量情况，以及
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
双责、严格责任追究等方面的
情况。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现场
督察期间，即 1 月 4 日至 2 月 4
日 ， 设 立 专 门 值 班 电 话 ：
0311—87808211，专门邮政信
箱：河北省石家庄市邮政 115
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
间 为 每 天 早 8:00 至 晚 20:0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
察组职责，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河北省环
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在当天上午的工作动员会上，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组组长周建、副组长翟青就督察工作分别讲话，河北
省委书记赵克志作了动员。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成
员，河北省、地市和直管县有关负责人出席或列席
会议。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河北

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现场督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