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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到家庭生活，
大到城市运转，缺水
的日子总是伴随着
艰难。

数据显示，辽宁省多年平
均水资源总量为342亿立方
米，人均779立方米，仅为全
国均值的1/3，省内不少城市
人均水资源量甚至只有全国
均值的1/5至1/4。

按照联合国的认定标准，
我省除鸭绿江流域外均属于
严重缺水地区。预计到2030
年，全省总需水量为194亿立
方米，缺水约50亿立方米。

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
出，水资源供给不足已成为制
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
要“瓶颈”。

近年来，我省积极开展节
水行动，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同
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全
社会节水意识不强；农业耗水
量大、工业节水技术水平不
高；节水管理多头治理、机制
不顺；节水管理制度和措施尚
不完善等。

提高节水意识，如何落到
实处？

开展节水行动，如何强化
法治支撑？

厉行节水，如何从农业、
工业、生活三大领域存量用水
中深挖潜能？

请看本报调查——

提要

引子

11月26日下午，大连市沙河口
区中山小学六年六班正在上一堂社
会实践课，主题是节约能源和垃圾
分类，学生各自提交调查报告。

“大连是严重缺水城市，节约能
源是我们经常性的教育内容，并希
望通过孩子影响他们的父母，在日
常生活中自觉参与到节能中来。”班
主任孙丽杰说。

中山小学后勤办主任穆义东说：
“今年5月，学校把全部水龙头改为气
泡式水龙头，水箱式便厕也改成了节
水便厕，预计节水率能达到30%。”

在朝阳北票市哈尔脑乡新亭
村，不少村民已将玉米晾干收仓，等
待卖个好价钱。尽管今春遭遇较长
时间的干旱天气，但得益于村里普
遍实施的膜下滴灌，村民们摆脱了

“靠天吃饭”的窘境。
新亭村村委会主任曲正荣解释

说，2014年、2015年、2017年都是大
旱，别处的玉米因补不上水而减产
或绝收，但新亭村节水滴灌的地块
仍然丰收，这一项每年为村民增收
近300万元。

缺水正倒逼人们调整生活、生产
方式，但在水资源继续开发潜力有
限、降雨量逐渐减少、干旱年景增多
的背景下，我省当前的节水能力相对
客观需求仍有较大矛盾。

10月8日，在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五次会议上，省水利厅厅长王
殿武就《辽宁省节约用水条例（草
案）》做说明时坦言，当前通过制定
地方性法规完善节约用水工作体制
机制，提高节水工作法治支撑力度
是十分必要的。

辽报制图 董昌秋

近年来，我省居民用水维持在26亿
立方米上下小幅波动，这是否意味着居
民生活节水已无潜力？

答案是否定的。
大连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万事开头难，个体居民不好引
导，就从学校、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开
始倡导，通过第三方进行水平衡测试，
查找漏点、改进用水方案等，推动居民
节水社区建设，一些单位的改造投入在
一两年就能通过节水回收成本，效果非
常明显。

大连海事大学邀请专业机构，查找
管线漏点补漏，仅此一项就减少水损失
18 万立方米，年节约水费 57 万元；大连
理工大学在西山学生宿舍区建中水站，
回收中水用作宿舍厕所冲厕用水，每年
节约自来水约16万立方米；人民银行大
连中心支行通过回收空调冷凝水、用感
应水龙头替换手动水龙头，年节水约
5000立方米……

在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方面，我省启
用了价格杠杆促节水，目前全省14市全
部实施阶梯水价，但居民节水意识整体
仍有待提高。

某市自来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居民生活供水本身具有公共服务属
性，居民消费水价实际低于供水成本，而
阶梯水价在设计时已充分考虑了居民的
利益，超过 99%的居民正常用水均在第
一阶梯内，再加上居民水费在生活中所
占比重非常低，所以对比阶梯水价实施
前后，居民人均用水量几乎没有变化，阶
梯水价政策的节水引导效果并不明显。

“比如三口之家，月用水10立方米，水费
才30多元，在其日常生活成本中可以忽
略。如果用水成本过度低廉，不足以像
用电、交通、通信等成本那样需要考量，
那么当前的阶梯水价还不足以督促居民
形成节水意识。但现实是，我省最近 4
年来3年干旱1年贫水，如果气候条件这
样持续，不节水会吃大苦头的。”

事实上，在居民生活节水自觉意识
有待提高的同时，水污染、节水管理等深
层次矛盾也摆上了台面。

守着辽河入海口，营口仍然“渴”。
为了缓解供水压力，营口市本世纪初在
省内率先实行双线分质供水，用中水替
代自来水冲厕，但多年后双线供水在当
地无疾而终。当地供水部门人士表示，

“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辽河取水口位于
辽河下游，水污染特别严重，再加上海水
倒灌，使得处理中水的成本越来越高，失
去了成本优势。”

“节水不单纯是开源节流的加减法，
还涉及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保护等全方
位协调统筹。目前，多头治水的现象仍
然较为明显，以节水管理为例，农业节水
还涉及农业、水利等部门，工业节水涉及
城建、工信部门，城市节水涉及住建等部
门。”李昱说。

为什么要立法节水？
就是因为我省节水工作亟须获得法

律法规的支撑。
李昱表示，《辽宁省节约用水条

例（草案）》的重点是建立相对完善的
节水管理机制，尤其对市级以下节水
管理部门明确了职责，真正做到各司
其职，改变不适应当前用水形势的管
理机制体制。

省水利厅厅长王殿武接受本报记
者专访时强调，要把节约用水作为水资
源开发、利用、保护、配置、调度的前提，
全面推动、形成有利于水资源节约保护
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

分质供水
难耐水污染严重而搁浅
居民生活用水成本较低
节约用水意识有待提高

我省除鸭绿江流域外均属严重缺水地区，人均水资源仅为全国均值的1/3

缺水的辽宁如何拧紧用水的阀门
本报记者 胡海林

“2012年以前，我们这里还算是
风调雨顺，2014年至今连旱这几年，
河里没有水，井里没有水，不少水田
陆续改成旱田了，过去世世代代种
的水稻也替换成其他作物了。”大连
庄河市王家镇东滩村村民老李说。

庄河因庄有河、河水清澈而闻
名，境内有360多条河流，总长2700
余公里，大、中、小水库超过 40 座，
是大连水量最丰富的地区。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本是水量丰富的地区
却闹起了“水荒”。

“客观地讲，庄河境内水库联调
供应大连城市生活和生产用水，庄
河本地牺牲很大。现实情况是，大
连本行政区内水资源基本已无潜力
可挖，只能依赖跨域引水。”大连水
务局水资源处工作人员文怀东分析
大连水资源短缺现状时说。

大连向北 500 公里，阜新市阜
新蒙古族自治县境内，一个叫官营

子的村子，则通过节水重现了水稻
栽种，距村里上次栽种水稻间隔了
40多年。

官营子村村委会主任张庆年
说：“由于自然条件逐年恶化，本地
水源条件越来越差，上世纪70年代
起，村里就放弃水田种玉米了。40
多年来，年景不好的时候，玉米减产
和绝收的情况时有发生。”

变化发生在2011年，在政府推
动下，官营子村尝试膜下滴灌技术，
当年村里 133 公顷土地参与进来。
57 岁的村民吴限忠说：“滴灌的地
一点儿没减产，比没有滴灌的地好
多了，虽然每亩多了 100 多元膜和
水管成本，但不用上坡下坎浇水，把
人工成本省了下来，稳定了收入。”

经过六七年的良性运转，在官营
子村接受滴水浇灌的村民越来越多，
今年村里甚至种了50多公顷水稻。

“同样种水稻，我们和传统大水漫灌

种植不一样，是通过主线和支线水管
定时定量定株滴灌。”张庆年说。

在阜新市水利服务事业中心副
主任鲁建功看来，官营子村农业节
水生产成功的原因，不单纯是节水
技术得到应用和推广，而是提前有
效打破了土地集约化的瓶颈。

事实上，在推进节水生产的过
程中，官营子村发现土地分散、生产
分散是最大障碍，从2014年起，村里
陆续推进土地流转，目前全村土地
流转达1300多公顷，并根据土壤、水
利、电力、路网等划分出玉米、水稻、
蔬菜、中药、葡萄等不同功能的种植
和养殖区，全面应用节水设施。

鲁建功说：“农业节水生产，关
键是要解决土地集约化和水资源规
模化问题，这个难度甚至超过了滴
灌节水本身推广的难度，因而官营
子村的经验并不容易被复制，用水
矛盾的化解仍需发力。”

这样的矛盾，越是在基层农村
越明显。新亭村村民纷纷向记者讲
起了真实感受，“机井打在谁地上，
谁都有心想卡住别人用水。”“用水
的人总想多占多用，给自己漫灌，让
别人少用。”“涉及并地调整，土地肥
瘦又被拿来说事。”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于寺镇党委
书记王丽君有着数十年基层工作经
验，她坦言，在贫水乡镇推行节水生产
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粗放式生产、分
散化生产成为最大障碍。解决这个问
题，一方面需要基层党组织有力推动；
另一方面则需要示范效应逐渐带动，
鼓励优秀的企业、合作社推动土地集
约化生产，农民参与分享利益，最终达
成农业节水高效的生产目的。

记者了解到，2017 年，全省生
产用水量为 100 亿立方米，而农业
生产用水占八成，农业生产节水深
挖潜力巨大。

滴水浇灌 辽西北旱地40年后重现稻田
当前农业生产节水空间最大，但土地集约化和水资源规模化却面临瓶颈

今年夏天，持续高温干旱天气
让辽河穿域而过的盘锦、营口两市
因水而“较真儿”。

“在抗旱调水那段时期，在我市
境内辽河沿岸的灌渠取水口，都有
营口过来的人蹲守，一个闸口配备
两人24小时盯防，他们晚上就睡在
车里，目的就是防止上游截水。”盘
锦市水利局一名工作人员说，“特殊
时期，供水没小事。”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省用水需求也呈上升态势，但用
水供需矛盾的警报始终没有解除。

化解用水供需矛盾，终需落
在开源和节流上。开源上，我省
根据水资源东多西少的特点，以
已建、在建和拟建的大中型水利
工程为依托，规划并实施了由北
中南三线组成的“东水济辽”水资
源总配置格局。节流上，我省严
格规范和依法执行取水许可、水
资源论证制度，并开展了水资源
用途管制和水资源消耗总量与强
度“双控”行动。

省水利厅水资源处处长李昱表
示，这些年实行严格的用水许可、指
标用水以及使用中水和循环用水，
在城市工业生产环节的节水取得一
定成效，但工业节水技术水平、应用
范围等仍有待提高。

在中国石油大连石化公司水
处理车间，机器轰鸣，从大海和污
水处理厂两条管线输送过来的水
源，在这里分别进行海水淡化和再
生水处理，而后注入公司生产供水
管网。公司能源科科长姚庆说：

“每天我们可以处理并供应 2 万立
方米水，再加上完善节水管理，不
仅做到了公司扩产一倍不增用水
指标，加工一吨原油耗水量也减少
近一半。”

对于用水大户深度开发再生
水替代淡水以及开辟新水源，大连
水 务 部 门 予 以 政 策 支 持 加 以 推
动。以大连石化为例，在引入海水
淡化技术时给予财政补贴500多万
元，并配套修建了一条 9 公里长的
污水处理厂中水输送管线。“但也要
客观看到，海水淡化以及再生水处
理的硬件投入较大，再加上运营成
本，导致许多中小企业并不容易接
受，比如海水淡化，每立方米成本
约 7 元，就比市政供水成本高出约
一倍。”文怀东说。

目前，我省针对热电、钢铁等工
业用水大户，按照《辽宁省计划用水
管理实施办法》纳入管理，开展计划
用水，对月或全年取用水超过计划
的进行警告和组织开展水平衡测
试，并对超计划取用水实行水资源

费累进加价收费。
李昱说：“一方面建立用水指

标，刚性约束工业企业用水，倒逼其
使用先进节约用水技术、工艺和设
备，采取循环用水、综合利用和废水
处理回用等措施；另一方面通过经
济杠杆，督促企业主动应用节水技
术。比如，新上或技改后的热电项

目，基本都是使用污水处理厂再生
水、收集雨水做冷却水，减少了对市
政供水的依赖。”

数据显示，2017 年，我省再生
水利用量达 4.05 亿立方米，主要用
于工业、城市绿化、道路清扫和景观
用水等，充分发挥了“节水减污”的
作用。

用再生水 石化企业增产不增用水指标
用水指标和价格杠杆倒逼工业企业应用节水技术、工艺和设备，但中小企业承接能力偏弱

本图示数据由省水利厅提供

在辽西地区，这样的方塘夏季蓄水为来年生产帮了大忙。
本报记者 胡海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