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新闻A05 2022年9月1日 星期四 责编/李隽斌 美编/骆颖玫

XIAMEN DAILY

数据

污水再生
再生水回用率达26.87%

内田溪是翔安“母亲河”九溪的一条重要
支流，过去，内田溪水体黑臭，污染严重。近年
来，居住在溪流两岸的市民能明显发现它的变
化：不仅水量变大了，而且溪水变清澈了。

内田溪“华丽转身”的背后，是生活污水不
再往溪里排放，还将城市污水“变废为宝”进行
生态补水的结果。目前，内田溪流域共有两处
生态补水点，日均补水达4万吨左右，有效增强
了内田溪水体的流动性和自净能力。

翔安水质净化厂，就是把城市污水“变废
为宝”的幕后功臣。水质净化厂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该厂每天处理污水约10万吨，出水水质
达到《厦门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A级标准，尾
水主要作为翔安浯溪、内田溪、内垵溪、店头溪
的生态补水，其余部分则作为市政道路冲洗、
绿化和厂区生产用水等，实现“再生利用”，有
效提升水资源利用率。

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的主楼旁，绿油油的
草地下埋藏着一个污水再生水处理站，采用生
物降解、膜过滤技术，对污水进行再生处理，日
处理量4300吨。依靠这个处理站，拥有1.7万
多名师生的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实现了生活污
水零排放。污水处理后的中水，还可用于学校
冲厕、洒地、浇灌花草及湿地生态补水等。

据统计，2021年，全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到100%，污水处理总量为46804.7万立方米，
再生回用水量12578.7万立方米，再生水回用
率为26.87%，处理后的再生水主要回用于市政
道路路面冲洗、市政绿化养护浇灌、河道生态
补水以及市政景观补水。

坚持节水优先 推进绿色发展
我市持续巩固和拓展“国家节水型城市”建设成果，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

我市节水工作“成绩单”
●2021 年度，我市万元地区生

产总值用水量为6.74立方米，不到
全国的1/7，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为5.74立方米，仅为全国的1/5（全
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为51.8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28.2立方米）；

●全市光电子器件制造、集成
电路制造、金属及卫生器具制造等
10个行业的工业企业单位产品用
水量全面达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
90.08%；

●节水型企业、单位覆盖率
分别达到25.94%、15.80%；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为
123.03升/人·日；

● 再 生 水 回 用 率 达 到
26.87%；

●全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
率为6.74%，在全省处于领先水
平。

2009年，厦门市荣获“国家节水型城
市”称号。多年来，厦门始终高度珍惜、重
视这一荣誉，积极落实《国家节水行动方
案》，持续巩固和拓展“国家节水型城市”
建设成果，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
把节约用水工作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
过程和各领域，形成了“政府领导、部门落
实、政策引导、社会参与、上下联动、共同
创建”的节水工作良好局面，推动节水工
作再上新台阶。

为指导我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我
市于2006年编制了《厦门市节约用水规
划（2005年-2020年）》，近年来又编制完
成《厦门市水资源战略规划（2015-
2030）》《厦门市水资源安全保障近期行
动计划（2015-2020年）》《厦门市节水型
社会建设“十三五”规划》和《厦门市再生
水开发利用规划》等，根据本地产业和水
资源特点，提出厦门节水型城市建设的总
体思路、总体目标和总体布局，为城市节
水工作提供了指南。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最美的底色。
2022年3月，厦门市政府印发《厦门市加
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工作方案》，其中多次提到节水工作，例
如，大力推进农业节水、推行合同节水管
理、基本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广泛宣传并落实节能节水环保等。节水
工作已成为厦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的重要内容。

厦门园博苑利用园内水系进行储水厦门园博苑利用园内水系进行储水，，晴天用于浇灌晴天用于浇灌
绿化绿化，，实现雨水资源化利用实现雨水资源化利用。。((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海奎吴海奎 摄摄))

我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把公共
供水中上年度月用水量在200吨以上
的非居民用水单位纳入用水计划指标
管理，通过超计划超定额用水收取累
进加价水费，督促用水户加强用水管
理；把月用水量3万吨以上的用户和月
用水量1万吨以上的特种行业用户列
入重点监控名录，对其日常用水实施
重点监控，加强节水管理的督促与指
导，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目前，全市已有11845户用水户
纳入计划管理，全市非居民计划用水
率达到90%以上。通过强化计划用水
管理，倒逼企业开展节水减排技术改

造，挖掘节水潜能。
宸鸿科技（厦门）有限公司是知名

的触控面板生产企业，生产用水需求
大。在保证生产的前提下，如何更有
效利用水资源，企业用足了心思。

该企业对每条生产线进行水资源
回收的改造，每条生产线可节水约
50%；经过反渗透水处理系统后的回
收水还成为冲厕用水、冷却塔补水及
绿化用水，大大降低自来水的用量。

“我们通过每个节水措施，‘拧紧’
一点一滴，不仅为企业省了钱，而且为
社会节约了水资源。”宸鸿科技相关
负责人说。

水平衡测试是客观分析用水单位
用水状况，判断内部用水合理性，梳理
用水存在问题并提出改进方案的技术
手段，可有效推动用水单位全面、合
理、科学节水。

我市把水平衡测试的开展，纳入
城市供水节水管理条例内容中，要求
月用水超过3000吨的用水户必须每
三年开展一次水平衡测试工作。

厦门翔鹭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是国
内大型化纤企业之一。该公司非常重
视水平衡测试工作，通过定期开展水
平衡测试，找出漏水问题，并进行相应
的技改，取得显著的节水节能成果。
近年来，该公司单位产品取水量和万

元产值取水量逐年下降。
湖里城颐公园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着五缘湾湿地公园、薛岭山公园、虎头
山公园等十几座公园，各公园均完成了
水平衡测试工作，且公厕均加装水表计
量，有效防止管网跑、冒、滴、漏；公园还
积极使用节水型器具，大力推广喷灌等
节水浇灌方式，提升节水实效。

厦门一中通过开展水平衡测试，
找出了用水、节水的薄弱环节，从而

“对症下药”，提出节水改进建议和措
施。该校思明校区投入约200万元对
老旧供水、用水设施进行节水改造，学
校人均生活综合取水定额逐年下降，
取得了显著的节水成效。

本版文/
本报记者 吴海奎 通讯员 吴海钦

“淘米水可用来浇花，拖地板的水可
用来冲厕所……”8月29日，一场节水用
水小课堂在厦门市政水务大厦举行，参加
者既有中小学生，也有学生家长，大家饶
有兴致地边听边做记录。

在厦门，爱水、节水日渐成为全社会
的共识，越来越多的家庭、企事业单位想
方设法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节水妙招”

“节水典型”不断涌现。
作为一座滨海城市，厦门本土水资源

匮乏，城镇供水主要靠“外援”。近年来，
厦门市委市政府全面贯彻落实“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
时代治水思路，把节水工作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深化
国家节水型城市建设，2021年度，万元
GDP用水量为6.74立方米，不到全国的
1/7；节水型企业、单位覆盖率分别达到
25.94%、15.80%……节水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更高水平建设
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提供了
有力保障。

规划引领
科学编制节水规划

强化管理
拧紧用水大户“水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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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于地下的城市公共供水管
网，既有“大动脉”，也有“毛细血管”，
一旦发生渗漏，不仅会造成水资源浪
费，甚至还会引发道路安全事故。

近年来，我市结合市政提升、道路
改造、地铁建设等工作，大力推进老旧
市政供水管网改造和老旧小区二次供
水设施改造。近五年共完成255.4公
里老旧供水管网改造。

通过改造老旧供水管网和混凝土
管、灰口铸铁管、镀锌管等落后管材
以及漏损严重的管网，有效降低管网
漏损率，提高了供水安全性和供水水
质。

目前，全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
为6.74%，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

我市还大力推广节水型生活用水

器具，城市节水部门联合质量监督管
理部门开展生活用水器具市场检查工
作，从销售源头上杜绝非节水型器具
及国家明令淘汰的用水器具的生产与
流通。通过检查，全市生活用水器具
市场在售的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占比
达到100%。

城市节水主管部门利用节水宣传
进社区、进学校等活动，分发节水宣传
传单，开展节水知识竞赛，举办节水知
识讲座，面向社会群众推广节水型器
具，普及节水知识。

在节水理念的带动下，厦门市妇
幼保健院对所有老式用水设施进行全
面更新，采用节水型脚踏水阀、节水型
马桶和快开式水阀等用水器具，有效
降低用水量。

抓好源头
降低管网漏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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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缺堵漏
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
4

▲爱水、节水日渐成为厦门全社会的共识。
图为风景优美的城市景观。

（本报记者 王火炎 航拍器摄）

▲我市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提升水资源
利用率。图为海绵公园——翔安鼓锣公园。

（资料图）

▲翔安水质净化厂把城市污水“变废为宝”，
尾水可用于生态补水和市政道路冲洗等。图
为出水口。 （本报记者 吴海奎 摄）

▲我市大力推进老旧供水管网改造，
减少管网漏损。 （本报资料图）▲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全面使用节水型

器具，实现节水减耗。
（本报记者 吴海奎 摄）

海绵城市
雨水被有效收集利用
海绵城市是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措施。近年来，我市先后发布了《海绵城市
建设工程评价标准》《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施工
图设计导则及审查要点》《海绵城市建设工程
施工与质量验收标准》等标准和《厦门海绵城
市专项规划（修编）（2017—2035年）》，已构建
起涵盖市、区及重点区域的三级海绵城市规划
体系，形成全域海绵城市“一张蓝图”。 2018
年正式将全市新、改、扩建项目纳入海绵城市
建设全过程管控流程。

雨天能储水，晴天能供水。厦门园博苑践
行“海绵城市”理念，对园区的各大水系进行改
造，打造一个互联互通的“雨水净化系统”。音
乐喷泉水池是最大的“海绵”，下雨时，雨水通
过水系连通管道汇入音乐喷泉水池；晴天时，
音乐喷泉水池的水通过水泵，输送至各大水系
进行补水，并与园区杂用水泵连接，用于园区
绿化灌溉及水系循环。各大水系内的水生植
物还可以起到水质过滤作用，长时间保持水质
干净清澈。通过对雨水的回收利用，有效降低
了自来水的用量，每天可节省自来水400多
吨。

海沧一家企业按照“海绵城市”理念，对停
车场进行改造，改造完成后，初期雨水经过植
物的净化后，减少了污染；同时，雨水得到有效
的收集和储存，晴天时，就能用来浇灌草地和
洗车，大大节约了水资源。

通过海绵城市建设，目前，全市建成区范
围内可渗透面积占比达到57.7%。越来越多原
本“白白流走”的雨水，正在被资源化利用，同
时减少了面源污染，提升了水安全保障能力。

节水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市将不断加
大节水建设投入，加强技术引导及科技创新，
提升节水管理水平，提高水资源综合高效利
用，努力打造人水和谐的生态宜居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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