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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因水而兴，因水灵动，自古以来与水结缘。纵横交错的河道构建起城市的经纬骨架，人们逐

水而迁、傍水而居，蜿蜒河流勾勒出了梦里水乡的悠闲自适、生机勃勃。

然而，随着城市扩张、人口增加、工业生产加速，湖州的人均拥有水资源量仅为 1011 立方米，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江南水乡”实际上是一座缺水的城市。

缺水，必须节水，一场全民节水总动员由此拉开序幕。

“梦里水乡”如何不“为水所困”？

眼下正是春耕关键期，日前，在南
浔区善琏镇平乐村，放水员许武初像往
常一样来到泵机在线监控系统大屏幕
前，轻点鼠标，查看墙里、杨家埭等机
埠的灌水排水情况。

“这段时间雨水比较多，这里点一下
排涝按钮，农田里多余的水就排到外河
了。”许武初说。只见一侧的数字大屏
上，清晰展示着各个机埠、各片农田的
实时监控画面。

作为全省第二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试点之一，平乐村铺设了17公里低压管
道，管道上每隔15米有一个阀门，改变
了以往“一灌到底”的农业灌溉模式，
实现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全覆盖，随后又
配3套超声波流量计，实现机埠自动化
控制、用水实时监测等功能。

“田里的水量控制得刚刚好，大大减
少了肥料流失，去年增收4万多元，今
年估计又是大丰收。”村里的种粮大户徐

建庆承包了260亩稻田，精准灌溉让他
尝到了“甜头”。平乐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顾小平算了一笔账：目前，全
年亩均节水在18%左右，节约灌溉用水
总量40万立方米，一年下来，全村节约
成本超过了万元。

“以数字化为引领，实施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日常管理、机埠操作、用水监测
预警等数字赋能，是我们深化改革的方
向。”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全市已建成节水型灌区15个，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达到21万亩。

农业是用水的重点领域。农业节水
方式的选择，直接决定节水效率。在农
业节水增产增效上，不少农业主体动足
了脑筋。

在德清牧歌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生
产基地上有两个雨水采集池，雨水通过
现代化智能连栋大棚的采集沟流向大
池，可满足2000多万株铁皮石斛的灌
溉。基地负责人介绍，雨水回收灌溉的
用水占了整个基地灌溉用水的一半。

在钟管镇一家养猪场内，3000多
头生猪用上了干湿料斗。给猪吃饲料
用的是喂料器，用上这套喂料系统，
每年节约用水及饲料成本 100 余万
元。据介绍，我市年出栏万头以上的
生猪规模养殖场，目前节水设施设备
安装率达到100%，成功培育创建国家
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县 3个，国家级
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32个。

“节水账”连着“增收账”

智能化灌溉蔬果智能化灌溉蔬果。。记者记者 陆一平陆一平摄摄

在长兴华盛高级中学，节水器具
随处可见：教学区、办公区等公共
区域，全是崭新的节水龙头和感应
式冲水阀；学生公寓全部安装了节
水冲水阀、喷淋头；校园内的绿化
灌溉采用喷滴灌技术……这些节水
技术的运用，得益于该校“合同节
水”管理模式。

合同节水模式，是指节水服务公
司与用水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水目
标，通过节水服务企业的技术整合、
设施整合及相应投入提高水资源使用
效率，以达到节水目的。“节水改造
的成本来源于省下的水费，用水单位
不需要投入改造资金，只要把账算清
楚。”一家提供节水服务的公司负责
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湖州相继在教育系统、
医疗系统及人员密度较大的企业等扩
大实践范围。目前全市实施合同节水
管理的院校、企业、单位已有8家，
年节水量超过50万吨，取得了较好
的经济效益。

节水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
广、环节多，并且需要长期的投入
与坚持，必须有一系列的制度举措
来保障。结合流域水资源利用规划
修编，我市启动《湖州市水资源节
约保护和利用规划》修编，出台全
国首个《生产用水企业节水指数评价
规则》地方标准，引导金融机构推出

“节水贷”，累计发放“节水贷”超
10亿元。

在河湖治理方面，市“五水共
治”办公室牵头推进“水韵湖城”生
态修复项目，累计启动建设项目32
个，完成投资19.98亿，同时开展水域岸线专
项整治、河湖环境专项清理等六大专项行
动，探索设立“公众护水基金”，推广全社会
治水护水“绿水币”制度，公众护水参与人
数累计达23.7万人。

从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到水库水源地，从
水文巡测基地到水保教育园……近年来，湖
州还依托水利工程、水文化资源等培育节水
教育基地，不断拓展受众覆盖面，引导全民
参与节水行动，营造全社会节水护水氛围，
提高市民节约用水的意识。

“
希望通过一

“希望通过一系列举措，增强
全社会的治水、护水、节水意识，

践行节约用水责任，推动形成节
水型生产方式，保护好湖州这
一片绿水青山。”市节水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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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水、讲水、绘
水、巡水”活动在
德清洛舍漾举
行。（（资料图资料图片））

昨天是第三十一届“世界水日”，也是第三十六届“中国水周”的首日，
联合国确定今年“世界水日”主题为“加速变革”。湖州自古就是江南水乡，
但人均拥有水资源量仅为1011立方米——

“技改热”拓宽“改革面”

在浙能长兴发电公司宽阔的中水
回用工程沉淀池旁，眼前是满池的中
水，平静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下 4
座巨大的冷却水塔。谁能想象，曾经
的“用水大户”长电公司，如今实现
全部中水回用，做到不向外界排放一
滴废水。

据介绍，长兴县先后投入2000万
元，实施输送管网、泵站提升及后续维
护工程，让长电公司“零成本”引入污
水处理尾水。长电公司则投资9000万
元，建设尾水生化处理工程，可以

“吃”掉周边区域的大部分生活污水和
工业污水。在此基础上，长电公司又累
计投入6000多万元，采用分类收集、分
质处理和综合处理的方式，进一步提高
水资源综合利用率，彻底实现超过15类
废水的分类回收和处置消纳，达成全厂

“废水零排放”。
近年来，我市将节水作为加强自然

资源保护与节约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
最严格水资源“三条红线”管
控要求，把“技术创新”作
为节水的突破口，加快淘汰
落后产能，推动高耗水产
业转型升级。

“特别是在纺织印

染、热电等六大高耗水行业，推行水效
对标，逐步淘汰高耗水
生产设备和用水工
艺。”市经信局
有关负责人介

绍，2022年，全市共创建省级节水型
企业22家，完成300家绿色工厂“提
质升星”。

在吴兴童装产业园西侧，有成片的
给排水设施，包括设计流量达每小时
500立方米的河道取水泵房、污水处理
池、中水回用处理设施等，淡蓝的色调
衬着园区一栋栋米黄色的标准厂房，颇
有现代大工业的气派。

“园区产生的所有废水全部汇集到
这里，统一处理后，其中一半通过专用
管网输送到湖州东部新区污水处理厂作
进一步处理后排放，另一半则通过浸没
式超滤后再用于园区企业生产。”中环
水务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改造提升，
园区用水效率得到提高，年用水量控制
在 300万立方米左右，实现年节水约
150万立方米。

以“打造南方地区节水标杆城市”
为目标，近年来，湖州做大水资源“改
革”的文章，出台《湖州市万元GDP用
水量指标优化提升节水攻坚行动方
案》，坚持抓源头、抓重点、抓行业、
抓试点，充分挖掘全市节水潜力，全

面提升用水效率，2022年全市万
元GDP用水量较 2020 年下降

8.9%，位居全省前列。

南浔节水教育展示馆。（资料图片）

河道水文水质检测。
记者 谢尚国摄

学生在长兴河长制展示馆参观。（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