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连线

全省连线

3月22日，湖南省节约用水办
公室在长沙市橘子洲头举行2015
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
活动启动仪式， 呼唤全社会节约
水资源，保障水安全。

我省水资源总量有限， 而节
水空间巨大。

省水利厅厅长詹晓安介绍，国
家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给
我省规定了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
指标：全省用水总量到2030年要控
制在360亿立方米， 也是我省水资
源管理的“控制红线”。2013年我省
实际用水总量已达332.48亿立方
米， 剩下的空间只有27.52亿立方
米，部分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已经逼近上限值。

我省用水总量逼近
“控制红线”

3月22日是“世界水
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
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
加之气候变化影响， 水资
源短缺已成为很多国家面
临的挑战。 日本是雨水特
别丰富的国家之一， 让我
们看看日本是如何将雨水
变为资源的。

收集雨水

东京都每年的降水量
达到大约25亿立方米。东
京都墨田区是充分利用雨
水的样板。 位于这里的两
国国技馆是大型公共设施
利用雨水的先驱。1985年
国技馆迁到墨田区两国地
区后，利用8400平方米的
大屋顶建设了雨水利用设
施，最多可收集1000立方
米雨水。 日常用途包括冲
洗厕所等， 夏天可以作为
冷气设备用水， 冬季降雪
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喷水融
化屋顶积雪。

现在， 墨田区政府办
公楼和区内很多建筑都能
收集和利用雨水， 墨田区
的大街上到处都有雨水桶
或置于地下的雨水罐。收
集的雨水平时用于浇灌花
草、灌注孩子们的戏水池、

清洗回收的矿泉水瓶、建
立家庭菜园等。 在有大规
模地震灾害发生时， 储存
的雨水经过煮沸或过滤
后， 还可以作为应急的饮
用水。

补贴推广

墨田区为推动居民利
用雨水， 采取了提供补贴
的方式。1995年10月，墨田
区实施了给家庭和公司利
用雨水提供补贴的制度，
一立方米以下的雨水罐可
补贴一半费用（上限是4万
日元），地下大规模储水槽
最高补贴100万日元，中等
规模的储水槽可补贴30万
日元。目前1万日元相当于
人民币517元。

这种做法已经推广到
其他地方。在东京都，为了
响应“在首都中心建立微
型水库”的口号，日本电视
台和上智大学图书馆等
1000多座大型建筑都建
立了微型水库。

越来越多的日本地方
政府开始鼓励建设能够利
用雨水的设施。 例如在日
本关西地区最大的城市大
阪， 大阪穹顶体育馆设置
了最大能储存3400立方

米雨水的储水槽， 主要用
于冲洗厕所和浇灌植物，
其每年雨水利用量相当于
每年用水总量的约35%。
现在， 日本各地的穹顶体
育馆大部分都采取了类似
的利用雨水措施。

回归大地

东京等日本的大城市
已经成为“水泥丛林”，由
于许多地面和路面经过硬
化处理， 降雨难以渗入地
下，而是会集中到下水道，
有时会导致下水逆流，出
现“城市型洪水”。

为此， 东京都制定了
《东京都雨水渗透指针》，
目的在于促使雨水回归大
地，一方面确保地下水位，
另一方面也避免出现“城
市型洪水”。其措施包括建
设透水性路面、 雨水渗透
侧沟、 透水池、 地表绿化
等， 目标是使每年降水量
的80%都能渗透到地下。

有效利用雨水， 可以
同时解决洪水和缺水的问
题。可以说，正是通过从政
府到民间的全面努力，日
本的雨水利用取得了可喜
成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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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节水周A07

3月22日是第23届“世界水日”，也是第28届“中国水周”第一天。省水利
厅和长沙市水务局都开展了节水宣传活动。珍惜水资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是毋庸讳言的。相比我国粗放式的用水，日本却把节水做到了极致。为了小
小的一滴雨水，他们用上了诸多“神器”。

核心提示

节水·动态

本报3月22日讯惊天动地的水循环你知
道吗? 生活中如何节水？ 这些和水相关的问
题，在节水展示厅，你将会找到答案。

3月22日是第23届“世界水日”，3月22日
-28日是第28届“中国水周”。今天，长沙水业
集团在长沙供水有限公司二水厂启动以“节
约水资源、保障水安全”为主题的“世界水
日”集中宣传暨“中国水周”活动。启动仪式
上，长沙市首家节水展示厅首次对外开展。

两种方式报名观展

长沙虽属南方丰水地区， 但降水的时空
分布不均，季节性缺水相当严重，尤其是湘江
在近年来持续出现低枯水位，以致城市供水接
近警戒线。为倡导节约用水，创建全国水生态
文明试点城市，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长沙市委、市政府加快了建设节水型城市试点
的步伐。今年3月，由长沙市水务局主管、长沙
水业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及管理的首家长沙市
节水展示厅竣工。

节水展厅位于长沙二水厂原维修车间，
总建筑面积为175m2。据介绍，一期项目总投
资近200万元。 展厅以“寻水溯源”、“星城治
水”、“识水节流”、“长沙供水”等六部分内容
对水的起源、水文化知识、水资源现状、长沙
水生态治理、 节水常识等进行一一介绍，并
配以节水器具展示、节水答题、节水视频播
放等互动环节，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水资源
的珍贵和具体的节水方法。

展厅开展后，将定期组织对公众免费开
放，市民将可通过“96533”24小时供水服务
热线和“长沙供水”微信平台两种途径进行
报名。

居民代表进水厂参观

今天的活动邀请了近200名市民代表参
加，活动启动仪式后，大家还参观了制水工
艺流程、观看水厂化验室工作人员现场检测
水质等。“想不到，还要有叔叔、阿姨们这么
多的辛勤劳动，才能把那些混浊的江水变成
清澈洁净的自来水。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
节约用水，珍惜叔叔、阿姨的劳动果实。”一
名小学生在参观后表示。

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后，将提供更多的机会为广大市民搭
建沟通交流的绿色通道，同时也欢迎大家通
过供水有限公司24小时服务电话96533及长
沙供水96533微信公众平台为供水行业的服
务和发展提出宝贵的意见。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李黛

长沙年内有望实现同城同质供水
长沙市首家节水展示厅开展 将定期向公众免费开放，可通过“96533”和微信平台报名

本报3月22日讯 长沙城区目前共有8座
水厂，分别为第一、二、三、四、五、八、廖家祠
堂及望城区水厂， 日供水设计能力达225万
吨， 服务全市中心城区约350万人。 记者获
悉，今年,长沙各大水厂有望实现同城同质。

据了解，8座水厂中，五水厂和廖家祠堂
水厂从浏阳株树桥水库取水， 其余6座水厂
均从湘江取水。为实现同城同质、优质供水，
长沙水业将水厂提质改造作为改善供水水
质的重要措施实施。早在2007年二水厂投产
时，就采用了臭氧氧化、活性炭吸附深度处
理工艺，随后四水厂扩建和改造后也具备了
深度处理能力。2015年启动的三、 八水厂提
质改造工程，以及列入规划即将实施的一水
厂和望城区水厂提质改造工程完成后，将全
面实现同城同质供水。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李黛

不让雨水变城市洪水
看人家怎么做
大街上到处都有雨水桶或雨水罐
利用雨水政府提供补贴 80%降水渗地下

他山之石

3月22日，世界水日，岳阳江豚保护协会和湖南省保护湘江绿色卫士岳阳大队的志愿者在洞庭
湖一排污口取水送检。当天，他们组织了护水活动，向市民宣讲、发放《新环保法》宣传册，倡导民众
人人参与环保。 记者 徐典波 摄

长沙水厂
今年有望实现同城同质供水

当前， 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
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今
年的3月22日是第23届“世界水
日”，也是第28届“中国水周”第一
天。当前，我国节水面临什么挑战？
如何拧紧“水龙头”？就上述问题，
记者采访了水利部相关负责人。

加快城市供水管网技改

水利部政法司司长李鹰表
示，2015年，水利部门将深入开展
节水型社会建设。 全面实施区域
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行动， 实施
高耗水行业节水减排技术改造，
加快城市供水管网技术改造，普
及使用生活节水器具，加快海水、
中水、 微咸水等非常规水源开发
利用。

建“海绵城市”

严格“三条红线”管理，促进
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 严格控制
高耗水项目建设， 对取用水总量
已达到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地区实
施取水区域限批。 着力打造自然
积存、渗透和净化的“海绵家园”
“海绵城市”， 加快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

节水纳入政绩考核

同时， 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激发节水内生动力。加快建
立水权制度体系， 开展水资源使
用权确权登记， 积极推进水权交
易； 把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作为农
业节水的重要突破口， 建立农业
用水精准补贴制度和节水激励机
制； 全面推行城镇居民用水阶梯
价格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
价制度。加快依法节水管水，把节
水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政绩考
核。 ■据新华社

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
节水纳入政绩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