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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人乐饮黄河水银川人乐饮黄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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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武陟——

垃圾兑物品 兑出好环境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天下黄河富宁夏。然而银川人与

黄河很近又很远。

“2019 年年底我家才喝上黄河水，

感觉比老家松花江的水还清。”前些年

从东北移居银川的王雅利说。

黄河岸边的银川市，此前喝的竟

然不是黄河水？

“是的，沿黄九省区唯有宁夏回族

自治区的首府银川，市民多年来一直

饮用地下水。”银川市水务局局长董建

华说。

宁夏是全国水资源最匮乏的地区

之一，首府银川市水资源总量为 1.8 亿

立方米，主要是黄河过境水和地下水，

年平均降雨量不足 200 毫米，人均可利

用水资源量仅为 960 立方米，为全国平

均水平的五分之三，水资源短缺严重

制约了城市发展。咋能让银川人喝上

一口清清的黄河水？保护黄河生态、

科学净水、集约用水——这是银川市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建设的一步大棋。

守着黄河缺水喝

远方，贺兰如黛；近处，湖水相连。

黄河从甘肃入宁夏，一路激流险

滩、悬崖峭壁。河水呈 S 形沿祁连山余

脉狂奔而下。陡然间拐过一道湾，河

面变宽河水变缓，千百年来这块黄河

冲积平原湖泊珠连、沟渠交织，宁夏回

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因而也有了“塞上

江南”之美誉。

“银川地下水丰富有其特殊的地

质生态机理。”董建华指着一幅银川水

利地质构造图。黄河多次改道，不断

冲刷与侵蚀着两岸。贺兰山横亘在腾

格里沙漠和宁夏平原之间，为银川平

原挡住大部分干旱和风沙，再加上山

地灰钙土、草甸土和灰褐土等利于平

原扩展的土壤属性，为平原涵养了大

量水分。银川平原大大小小上百个湖

泊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这座沿黄

城市因此成为千年鱼米之乡。

银川市民祖辈饮用地下水。为了

让银川人喝上一杯干净水，全市共有

大大小小十几个地下水厂，最小规模

的日供水能力 1 万立方米，最大的为

10 万立方米。2011 年，全市日供水能

力达 30 万立方米。同一年，拥有 10

来个大小水厂、几百眼深井的银川

市自来水总公司退出历史舞台。

为什么？答案很简单，银川

市民饮用地下水难以为继。董

建华解释：首先是迅猛的城市

化 进 程 让 银 川 市 人 口 数 量

猛增，市内楼盘林立，居民

用水量供不应求；其次二

三产业发展让生产耗水

需 求 量 呈 几 何 级 增

长；再次绿化美化生

态用水也与日俱

增；最后也是

最 棘 手

的，现

代工农业用地越来越靠近城郊区域，

陆续出现银川永宁县、南郊水源地氨

氮超标。

一头是供水出现瓶颈，另一头是

水源安全得不到保证。自来水公司在

不断扩容、不断保质之间拼命挣扎，终

于难以为继，宣布进行改制重组。

“缺水，前几年真缺水！”银川市兴

庆区新光华小区居民王晓茹说，酷暑

时洗澡，常要熬到晚上 10 点之后⋯⋯

银川地下水资源总量不足、地下

水超采已经形成降落漏斗、城市单一

水源存在供水安全风险、农村供水水

源分散，2019 年永宁县水源地因水质

超标关停、银川市主干水源地——南

郊水源地部分深井关停。更严格的

环保要求与水质安全管理监督，银川

曾沿用的地下水供水模式难以为继。

水，水，水！世代生活在黄河岸边

的银川人，如何破解现代水之困？

多管齐下护黄河

“说实话，对能喝上黄河水我们喜

忧 参 半 ，担 心 黄 河 水 没 有 地 下 水 干

净。”金凤区民生花园小区的住户薛利

快言快语。

“喝上清清的黄河水，以前想都不

敢想！”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姚永伟

说，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高标准的施

工建设，更需要国内前沿的环保科技，

尤其要用好政府“这只手”，强化对方

方面面的管控。

记者驱车沿着银川滨河大道一路

向北行驶 20 多公里。“你们看，前些年

两岸植被少，附近居民搞‘农家乐’、建

‘小鱼塘’，造成了黄河水质不达标排

放。”姚永伟手指车窗外说。

眼前的银川滨河水系截污净化湿

地扩整连通项目全长 53.6 公里、面积

1.1 万亩，于 2018 年启动，2019 年 8 月

完成表流湿地建设和两岸植被种植。

“它意味着要在沿线建设改造 8 个人工

表流湿地（新建 5 个）、种植 8500 亩植

被。”姚永伟说，“建设湿地是为了把

4 条进入黄河的排水沟截流到湿地继

而进行净化。”

“呵护黄河，必须多管齐下!”姚永

伟说，为保证黄河水质达标，银川市先

后出台《关于加强黄河银川段两岸生

态保护的决定》《银川市湿地保护修复

制度工作方案》等文件，建立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体系，划分 58 个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单元，对黄河银川段两岸湿地

保护区域划定 500 米区间红线，完成了

1858 家“散乱污”企业整治。“为了保护

黄河，2018 年我们接到企业搬迁的通

知，当时很难接受，现在看到老百姓放

心 地 喝 上 黄 河 水 ，我 们 也 感 到 很 欣

慰。”泰瑞制药行政总监马融说。

黄河流域治理，银川河网管制运

行得怎么样？银川市生态环境局水生

态环境科科长曹婧说，近几年银川严

格落实河（湖）长制，实施“河长+检察

长+警长”的协作机制，建立 874 名市、

县、乡、村四级河（湖）长分段管理、监

控、考核、问责的常态化责任管理体

系，全年巡河超过 6 万人次，

巡 河 里 程 近 20 万 公

里 ，仅 去 年“ 清

四乱”整治垃圾就有 200 余吨。

改革破解水之困

黄河之水天上来，破解银川水之

困唯有用好黄河之水。谋划千般好，

落地万般难，钱从哪里来？改革是解

决一切难题的突破口。“作为服务一方

居民生产生活用水的‘水管家’，我们

义无反顾地扛起央企支持西部建设、

服务地方民生的重任！”中铁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琦说。

2011 年 5 月，中国中铁与银川市

政府正式签约，以 49%股权比例合资

进入银川城市供水市场，组建起银川

中铁水务集团。2018 年，为启动银川

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工程，银川市政

府与中国中铁进行了第二轮股权重

组，中铁水务集团以 90%的股权比例，

以“投、建、营”一体化的模式，全面承

担实施西线工程。

2018 年 4 月 26 日，总投资 72.6 亿

元的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工程正

式启动。这一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银川

市黄河生态保护重点项目，为的是有

效解决银川都市圈内水资源总量不

足、城乡规划建设与水矛盾突出等问

题。银川中铁水务集团制水公司经理

丁向阳递过来一沓厚厚的材料：宁夏

回族自治区政府组织水利、地矿、规划

等领域专家，经过反复勘探、调研，为

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工程选定了

取水口，距离银川 60 多公里的青铜峡

黄河金沙湾取水泵站。又以西夏水库

作为调蓄水库，再通过西夏区平吉堡

新建的银川水厂与改扩建的贺兰山水

厂联网供水，通过自来水厂为居民提

供黄河地表水水源。

“黄河奔腾九省区，宁夏段最短且

经济欠发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

在黄河流域治理某个环节不能走在前

沿！”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高晓杰

用 40 分钟时间介绍银川滨河水系截污

净化工程的“高科技”。以在西北率先

采用的“石墨烯光催化网”技术为例，

通过增加水中溶解氧的系列科技，使

得不达标的黄河水中的氮、磷、钾等污

染物进一步得到吸收和降解。

“在施工建设中，我们在黄河水的

处理工艺层面处处面临挑战。”银川中

铁水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朱英超

说，为了让百姓喝上安全放心水，黄河

水的处理工艺比地下水增加了好几

步：水流进水厂要进行机械搅拌、絮

凝、沉淀、过滤以及加氯、紫外线消毒、

活性炭深度处理等一系列工艺，经过

检验后，才能输配到居民家中。

自 2020 年正式供水以来，黄河水

厂各项供水指标均优于过去的地下水

厂。“例如，饮用水浊度国家标准不得

超 过 1NTU，过 去 使 用 地 下 水 是

0.7NTU 左右，现在处理后的黄河水可

降低到 0.12NTU 以下，远超地下水厂

时代的出厂水指标。”朱英超说。

随银川水厂厂长安彦平的车沿银

巴线一路前行。“你们看，这种双厂联

网直供银川城乡，替换了工程建设前

银川市三区两县的 9 座地下水厂，厂网

布局更趋合理。此外，工程的建设还

补上了银川市一直缺乏第二水源的安

全保障这一

短板，解决了近年

来 地 下 水 水 质 逐 年 恶

化、水位逐年降低等生态环

境问题。”安彦平说，根据水

利部 2020 年三季度的数据通

报，银川市地下水超采区水位

上升 5.45 米，上升幅度位列全国

108 个城市第一名。

收获的何止是水？“据统计，银

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工程可以置

换出城市周边的东郊、北郊、南郊、宁

化、永宁县和贺兰县 6 个水源地，合计

可为银川市替换出约 74.02 平方公里

的近郊土地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效

益显著！”安彦平说。

智慧管理黄河水

保护和尊重母亲河的每一滴馈赠，

既需要科学治水，更要集约节约用水。

静卧在贺兰山脚下的西夏水库，

碧波澄净，是市民公认的“银川蓝”。

这竟然就是改造提升后的黄河水

吗？“是的，目前这个占地面积 4200 亩

的西夏水库，已成为银川市民重要的

水源地。”宁夏水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的副经理韩新盛带记者登上水库的观

景台。

水质检测中心必须充当饮用水安

全保障工作的“最强大脑”。韩新盛

说 ，西 夏 水 库 正 常 蓄 水 位 是 1151.40

米，坝顶高程为 1152.50 米，设防浪墙，

库内水深 15.40 米至 17.40 米，水库总

库容 3193 万立方米⋯⋯2019 年 12 月

29 日，银川城乡西线供水工程正式投

入使用，完成向银川金凤区、兴庆区通

水；2020 年 6 月 3 日，银川三区两县全

程通水，实现了银川城乡供水一体化。

“水库出水至水厂的管网工程建

设均采用国内水利前沿的现代科技基

础设施。”韩新盛说。银川水厂一期建

设产能每天为 50 万立方米，远期规划

要达到每天 90 万立方米，目前银川水

厂 日 最 高 供 水 量 已 达 到 48.5 万 立 方

米；配水管线由银川水厂出水，沿宏图

街、沈阳路、丽景街、六盘山路形成环

状管网，向北至贺兰县，向南至永宁

县，沿线与银川市三区两县市政给水

管道相通，整体配水管网总长 1600 多

公里。

“你家住在银川什么位置？点击

平台页面，能看到你家的水压、水质指

标、水质浊度、pH 值、余氯等数据。”在

银川智能水务中心，技术员杨建文对

平台上各种设备仪器如数家珍，银川

中铁水务的智慧水务平台于 2020 年

9 月开始边建设边运营，按照智慧生

产、智慧管网、智慧客服及智慧管控四

大业务应用，涵盖“取水—输水—制水

—供水”全业务链，共涉及 35 套应用系

统，目前已上线应用 26 套。

多年期盼，一朝梦圆。从地下水

到黄河水，一泓清水背后，凝聚着银川

黄河流域保护者、治理者与建设者的

无数智慧和汗水。用黄河水资源做好

黄河水文章，助力千家万户实现从“有

水喝”到“喝好水”的时代变革，让黄河

水畅起来、清起来、净起来，为建设美

丽新宁夏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

“我又来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啦，上

次兑了条毛巾，这次兑一提卫生纸。”周末

一大早，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詹店镇张菜

园村的村民张永霞拿着刚用积分兑换的

物品高兴地告诉记者，自打有了“积分超

市”，她在生活用品上省了不少钱。

张永霞所说的“积分超市”，是詹店镇

为实现垃圾“变废为宝”专门实行的一套

激励机制。每周六，村民只需将家里提前

收拾好的废旧纸箱、金属、塑料瓶等物品

到称重处称重，即可根据物品所得积分挑

选相对应的生活用品。

为提升垃圾处理能力，改善农村人居

环 境 ，打 造 生 态 宜 居 乡 村 ，从 2019 年 开

始，詹店镇聘请美家净环境服务公司专业

团队进行管理，在张菜园村先行试点推行

垃圾分类积分兑换机制，通过垃圾分类积

分，村民可以兑换相应的生活用品，以此

引导村民转变观念，提高村民参与的积极

性，真正把垃圾分类工作做到精细化、规

范化、专业化。

在张菜园村的“积分超市”里，记者看

到房间虽小，但盐、味精、牙膏、牙刷、香

皂、卫生纸等生活必需品琳琅满目，村民

们正拿着积分卡依次兑换物品。

“货架上贴着积分标签，所有物品都是

用积分兑换的，不用花钱。”美家净环境服

务公司工作人员常倩文说，“这些生活用品

的资金来源都是靠垃圾再利用得来的，上

次 10 吨玻璃制品卖了近 3000 元，这 3000

元全部用于购买‘积分超市’里的生活用

品，垃圾就这样‘变废为宝’。”

“一斤塑料瓶 100 积分，一斤金属 60

积分，一斤废纸箱 50 积分，妈妈，我们还

要再接再厉，争取下次兑个暖水瓶。”男孩

张成果读着“积分超市”墙上张贴的“垃圾

分类积分兑换规则”。

在实行垃圾分类积分兑换机制的同

时，张菜园村还开展了“垃圾分类示范户”

考评活动，垃圾清运员对每户的垃圾分类

工作进行评分，选出垃圾分类示范户。

“积分兑换机制是我们村人居环境变

化的一个催化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村民

参与垃圾分类处理的积极性。”张菜园村

党支部书记张春希说，如今，张菜园村生

活垃圾集中处理全覆盖，污水管网全贯

通，游园广场错落有致，大街小巷硬化率

达 95%，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仅今年

上半年，该村就回收可利用资源超过 25

万吨，全村日均垃圾焚烧填埋量从 1.1 吨

降至 0.4 吨，垃圾减量率超过 60%。

在张菜园村试点成功的基础上，从

2020 年 3 月份开始，武陟县将该村的成功

经验在全县进行复制推广。

近年来，武陟县把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宜居乡

村的重要抓手，深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整治提升，成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

源化利用工作领导小组，2021 年投入 1080

万元用于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截至目前，武陟县共建成垃圾中转站

15 个、垃圾分类站点 87 个、可沤制垃圾堆

放点 78 个、建筑垃圾堆放点 158 个，全县

288 个行政村已实现垃圾分类，占总数的

83%。2020 年 9 月，武陟县入选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省级示范县。

“武陟县将进一步加大人力、物力、财

力投入力度，完善农村垃圾治理常态化、

规范化运行机制，全力做好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工作，努力打造更加清洁优美的农村

环境，共同描绘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武

陟县委书记秦迎军说。

近日，2022 推进全球

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

在云南大理举行。笔者从

论 坛 上 了 解 到 ，2020 年 、

2021 年、2022 年的 1 月至

6 月，生态环境部公布的

洱 海 水 质 评 价 结 果 均 为

“优”。为改善流域生态环

境，云南省近年来全面推

进流域农业绿色发展。

以洱海为例，在农业

绿色转型升级方面，大理

州采取畜禽养殖粪污收集

处理、试点有机种植、优化

农业结构等措施，努力推

动农业产业向绿色有机、

适度规模、壮大品牌等方

向发展，切实减轻洱海流

域农业面源污染，为守护

一湖清水打下坚实基础。

我国是农业大国，当

前多地仍存在农业生产方

式粗放、种植业结构调整

进展缓慢、化肥农药施用

量大的农作物种植比例较

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水平不够高、农业绿色发

展水平仍需提升等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

对农业生产中的健康环保

要求越来越高，生态食品

的消费需求也越来越大，

这就要求农业从业者一方

面要利用健康的土地生产

出更安全健康的食品，以

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另

一方面要协调经济发展与

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

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推动农业全面绿色转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

程，而不应简单理解为不施农药化肥，它应当是运

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实现农业生产的

无污染、高效益、更健康。

政府和企业需要在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农业

资源保护利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设施农业发

展、绿色产业融合发展、绿色经营主体培育、绿色

农业品牌创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加强建

设。比如可以在区域内优化调整种植结构，确定

农业产业准入正负面清单。推广运用农业新科

技，实施测土配方平衡施肥技术，推广物理防治、

生物防治病虫害技术，推广扩大绿色有机农产品

种植面积。改革畜牧业养殖方式，引导养殖户从

分散养殖向规模化养殖转变，与生产环节“接口”

对接，加强农业“废物”的循环利用，形成一个自净

的生产体系，有效减轻土壤对农药化肥的依赖。

加快农业生产向科技化、产业化、规模化、特色化

方向发展，加快提升适度规模经营，培育高质量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技术装备和社会化服务体

系，帮助农户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转型初期短期内可能影响农户利益，政府一

方面要出台农业生态补偿机制，让农民分享更多

的产业链效益；另一方面要做好解释工作、引导示

范，让农户看到生态农业的发展前景，加快形成农

业绿色生产方式。

农业全面绿色转型，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

求，也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选择，最终目的是实现生态环境友好、

农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农民增收致富三者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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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位于黄河岸边的位于黄河岸边的青铜峡金沙湾取水青铜峡金沙湾取水

泵站泵站。。

图图②② 银川市总库容银川市总库容 31933193 万立方米的西万立方米的西

夏水库夏水库。。

杜泽宇杜泽宇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①①

②②

典农河穿银川城而过典农河穿银川城而过。。 杨建龙杨建龙摄摄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詹店镇张菜园村的村民在积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詹店镇张菜园村的村民在积

分超市兑换生活用品分超市兑换生活用品。。 周武申周武申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