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根深度处理水管道，用于供应厨房用

水，另一根常规处理水管道，用于供应卫生间

用水……自我市1995年启动分质供水模式以来，

“一户两表”的分质供水模式对市民来说并不陌

生。但随着我市工业体量不断增大，工业用水不

断增多，企业与居民“争水”的困局也逐渐显现出

来。基于此，市水务集团在“深度水+常规水”的

小分质模式上，创新设计了“大工业集聚区工业

用水+生活饮用水”的大分质模式，用于“驰援”工

业用水缺口。

2014年，独山港工业自来水厂建成投产。据

了解，该水厂原水取自附近黄姑塘，出于成本和

用途考虑，采用出厂水质要求略低于《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的常规处理工艺。目前独山港工业

水厂供水规模达 9.9万吨/日，处理水全部用于满

足当地工业用水需求。

从保障用水到供应优质水源，我市供水工作

不断提档升级。去年 6月，平湖市域外配水工程

（杭州方向）项目正式通水，这标志着纯净优质的

千岛湖原水跨越 200多公里，源源不断地送往我

市千家万户。作为当年的民生共享工程“公建实

事行动”内容之一，市域外配水工程关系民生、牵

动民心。难题接踵而来——嘉兴市分配给我市

的千岛湖原水配水量为 9.4万吨/日（剔除嘉兴港

区后为8.3万吨/日）,而我市生活饮用水需求量达

到 15万吨/日，原水配额并不足以满足全市生活

饮用水需求。为了平衡供需，市水务集团围绕

“优水优用、普惠共享”的原则，进一步优化分质

供水模式——分质供水户供应千岛湖纯水和混

配水，分质供水区域外供应混配水，全市饮用水

质量持续上升。

下一步，我市各镇街道将视区块工业用水需

求和总体水资源指标，酌情发展建设工业自来水

厂。在腾出宝贵的水资源和环境容量指标的同

时，也为深化分质供水模式探索新路。

推动分质供水推动分质供水 提升保障能力提升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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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是一座城市的“肾

脏”，也是城市水污染防治的第一道防线。我市

已建成的东片污水厂一期日处理可达 4万m3/d，

二期日处理可达 4.5万m3/d。但随着经济社会的

不断发展和生态环境要求的不断提升，平湖现有

的污水处理能力即将饱和。一边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巨大空间，一边是捉襟见肘的用水指标和排

污指标，深挖节水潜力、腾挪发展空间势在必

行。2021年 9月，我市东片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

工程正式启动，不同于以往两期工程，三期扩建

中引入了再生水回用工程，将以本地再生水主要

工业企业用户对水质的需求为目标，通过处理平

湖市西片区造纸类为主的工业废水和东片区石

油化工类为主的工业废水，为经济开发区内企业

提供冷却水和生产用水。

“工业企业对循环冷却水中的氯离子深度较

为敏感，这直接影响到企业生产和冷却设备的寿

命。”市水务集团副总经理费海峰介绍说。据了

解，目前独山港工业园区内工业企业生产和冷却

用水水源取自黄姑塘，因靠近杭州湾，源水水质

盐度相对较大，而再生水利用工程引进的“高效

纤维过滤器+超滤+反渗透”工艺可消减氯离子，

提高企业循环冷却水的循环次数和工业用水重

复利用率，降低经营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7月省水利厅等六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宁波市等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实

施方案的复函》，平湖作为嘉兴市唯一成功列入

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城市，成为全省 6
个试点城市之一。未来，我市将继续推进“废水”

变“活水”的再生水工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建设再生水厂建设再生水厂 深挖节水潜力深挖节水潜力

去年 4月，由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指导、水利

部综合事业局牵头组织编写的《合同节水管理典

型案例汇编》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精选了全国已

经实施的 30个合同节水管理典型案例，其中我市

的《浙江卫星石化平湖基地合同节水案例》成功入

选。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全

球前五大丙烯酸制造商，作为该公司的主要生产

区，位于独山港镇的卫星能源年产约 36万吨丙烯

酸及 30万吨丙烯酸酯，需要大量的工业用水。据

了解，该企业年平均补充新鲜市政管网水 735 万

立方米，排污量达到 272 万立方米。如此大规模

的取水和排水，不仅增加了企业成本，也增加了环

境负担。而作为水处理行业的佼佼者，栗田工业

（大连）有限公司拥有先进的水处理工艺和成熟的

合同节水案例。2015年，在我市水利部门的牵线

下，双方一拍即合，开始了平湖石化行业第一例合

同节水。

合同节水管理模式如何操作运行？简而言之，

卫星能源提供场地和电源，栗田工业进行相应的技

术、设备投入，并进行专业化管理，通过技术整合、

设施整合及相应投入提高水资源使用率，以达到节

水的目的。截至 2019年末，通过合同节水管理模

式，卫星能源已累计处理回收 218.34万吨高品质回

用水，减少市政管网取水 325.88万立方米，减少污

水排放 236.65万立方米，支出净减少 1852.1376万

元。

“合同节水模式不仅实现了企业节水减排、降

本，第三方增收的目标，更是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

率，取得了各方多赢的良好成效。”市水资源与水

土保持管理服务站站长夏跃冬介绍说。除了石化

行业之外，我市造纸等高耗水企业，机关单位、居

民小区等用水集中领域都有合同节水管理的用武

之地。接下来，我市将深入推进节水合同模式推

广，利用市场供求机制推动全市节水工作实现新

跨越。

探索合同节水探索合同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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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枕水而生，因水而兴。

水是生命的源泉、工业的血液、城市的命脉。流淌千年的东湖之水穿城而过，滋

润着平湖这片富庶的土地。水网密布、沃野千里，这里沉淀着“金平湖”的历史荣光和

“江南水乡美丽金平湖”的时代美誉。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因水而灵的平湖，却一度面临资源性缺水与水质型缺水的双

重压力。2018年，平湖开展节水型城市创建工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节水工作，

把此项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全市上下攻坚克难、齐心协力，打造“江南水乡美丽金

平湖”上升为全民行动。建立节水统计制度，提高再生水和非常规水利用率；践行“海

绵城市”理念，推广使用节水技术、设备、器具；搭建平湖市城市节水数字化管理平台，

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经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2018 年年底平湖获得

浙江省节水型城市命名，再次书写了城水共生、人水和谐的新篇章。

“以节水型城市创建为契机，我们建设部门聚力推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

会协同发展，不断提升城市节水水平，为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金平湖璀璨明珠贡

献力量。”市建设局局长戴忠伟这样表示。

在拧紧“节水阀”的工作过程中，一个易被

忽视的问题便是供水过程中因管网问题而产

生的水量损耗。“我市部分布设年代较早的供

水管网材质老旧、防腐性能差，‘冒、跑、滴、漏’

等现象不可避免，加之城建施工碰到地下管网

造成渗漏，让本就不足的水资源更加短缺。”市

水务集团供水公司副经理高全观说。

自2017年起，我市将老旧供水管网改造提

升工程列为市政府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在 3年

多的建设过程中，市水务集团先后投资 1.3亿

元，分区分批对城乡老旧镀锌管网进行改造提

升，全面疏通城市“血管”。此次工程，累计改

造供水管网920公里，受益用户23481户，有效

解决了管网漏损的问题，同时也改善了因管网

老化造成的水质折损。

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为供水管网的改造提供

了新的可能。2019年末，水务集团地理信息系

统顺利通过专家组考核验收。作为“智慧水务”

的重要一环，该系统能帮助摸清我市地下给排

水管网“家底”，建立地下给排水管线数据库，打

造精准的信息化管网图。值得一提的是，在此

基础上结合的DMA 分区计量管理技术可实现

城市供水管网的漏损监控及定位，确保后续维

修工作响应准确及时，有效提升了供水运营效

率。

面对一级供水管网考核总表和企业用水

大户等大体量供水单元，漏损率管控工作又该

如何进行？“我们将大表远传监测、压力监控系

统和远程抄表系统相整合，建立24小时远传监

控平台，发现漏点或爆管实时报警，第一时间

启动抢修方案，最大程度减少损失。”高全观介

绍说，目前我市共安装远传监测设备120套，压

力监测点 62个，共计水表 229个，在中心城区

安装远传水表13.5万个，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

率，用数字力量赋能节水工作。

如今，我市城镇供水管网漏损率从2013年
的19.48%下降至2022年的5.91%，已成功实现

漏损率控制大翻身。

改造城市管网改造城市管网 强化供水效力强化供水效力

人水和谐人水和谐，，舒展美丽金平湖新画卷舒展美丽金平湖新画卷
————平湖扎实推进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纪实平湖扎实推进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