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作为一座河道密布、水网纵
横的城市，水系之于这座城市，就如同
精彩的点睛之笔——假如清流蜿蜒，
这座城市就会灵动明澈；倘若浊水四
溢，这座城市也会黯然失色。

为“盘活”这一城之水，中山市自
2012 年起加大力气进行全市水环境
综合整治与污染防治，致力于造碧波
万顷，还清水于民，用实实在在的行动
为群众的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一条发疯涌，前后大不同

发疯涌是岐江河的一级支流，源
头接流经石岐区南下村委会前面的白
石涌，终点入南区金叶新村前面的岐
江河，全长 3.2 公里。“发疯涌”顾名思
义，一条让人发疯的河涌，能将这样一
个难登大雅之堂的名字作为河涌的正
式名称，其让令人难忍，让人抓狂的程
度可见一斑。对此一位多年居住在发
疯涌附近的市民吴先生回忆说：“以前
发疯涌的水面上长年漂着一层油，河
水像墨汁一样，还经常冒着气泡。”

群众的需求就是环境改善的最大
动力，在中山中心城区雨污分流工程
全面动工后，发疯涌位列亟须改造的
10 条内河涌之中，得以全面整治。同
其他河涌类似，发疯涌的治理也遵循

“雨污分流—补水循环—河道清淤—
景观生态修复”四个步骤。特别是在
补水循环方面，作为中心城区西河涌
6 个水循环工程之一，白石涌—发疯
涌—岐江河水循环工程已于 2015 年
全面完成。在同岐江河主河道不断进
行的吐故纳新的水体交换中，发疯涌
水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劣Ⅴ类
变为准Ⅳ类，终于旧貌换新颜。

据中山市住建局市政处的高级工
程师赵跃介绍，虽然发疯涌只属于一
条小河涌，但是因为同中山市的母亲
河——岐江河直接相连，所以地位十
分显著。作为全市最主要的一条集排
洪、景观、纳污、农灌、通航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河道，岐江河的水质和水位状
况对于全市居民来说至关重要。

为此，白石涌—发疯涌—岐江河

的补水循环系统采用了双向调节的方
式，也就是当发疯涌水位偏低的时候，岐
江河的水就可以补给进来；而当岐江河
水位偏低的时候，发疯涌的水又可以逆
流回去，这样就可以使发疯涌和岐江河
实现排涝和净化的双重功能。赵跃说：

“发疯涌的抽水系统使用的是双向潜水
贯流泵，抽水出去的泵有三台，每台设计
流量 12m3/秒；反向排水出去的泵有两
台，每台设计流量 10m3/秒；水闸设计流
量为 77.29m3/秒。这样的流量充分保证
了在短时间内便可以解决岐江河水位过
高的问题，足以应对 20年一遇的暴雨。”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2015 年 11 月 19
日，总投资约 5000 万元的发疯涌河道泵

站及水闸工程顺利完成并通过竣工验
收。现在，站在发疯涌河边，水清风朗，
绿 树 掩 映 ，昔 日 黑 臭 模 样 早 已 成 为 过
往。未来发疯涌还会完善两岸的景观修
复和生态建设，进一步为市民和游客营
造一个旅游观光、休闲健身的适宜场所。

一项大工程，成效惠全城

所谓见微知著，以小观大，发疯涌的
彻底改观正是中山市中心城区水环境整
治的一个典型缩影。2012 年 10 月，以

“提高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提升内河涌
水环境”为两大目标的中心城区雨污分
流工程全面启动，发疯涌整治包含其中，

这标志着中山治水进入了一个崭新阶
段。

而在此前，中山一度面临十分尴尬
的处境：对于群众的诉求，政府高度重
视，相关部门曾经多次采取疏浚清淤、建
泵冲污、砌堤绿化等做法，但都是治标不
治本，陷入了“整治-污染-再整治-再污
染”的怪圈。特别是长期雨污混流造成
的结果是：一方面城区的河涌大部分又
黑又臭，居民天天抱怨，投诉不断；另一
方面污水处理厂却又由于进水COD浓度
偏低，水量不足，长期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所以，实施雨污分流工程势在必行。

中山中心城区的雨污分流工程共分
为主干管工程、市政管工程、支管到户工

程和河涌整治工程四部分，项目总投资
约 30.4 亿元。其中主干管工程共有 86
个分项工程，包含管道总长 88 公里，10
座污水提升泵站；市政管有 45 个片区工
程，管道长 177 公里，由中山中汇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负责建设，采用 BO、BT 模
式；支管到户共有 49 个片区，面积约 131
平方公里，管道长约 530 公里，10 条内河
涌整治包括 6 个水循环和 10 个景观清淤

工程。
虽然施工过程费了一番周折，但

是当 2015 年 6 月，这项被广东省副省
长许瑞生称赞为“看不见的政绩，良心
工程”提前两年完工时，中山全市都为
之欣喜鼓舞、更是对它寄予厚望。中
山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晓
峰掷地有声地说，通过“雨污分流”，不
仅要让全市所有河涌从此告别黑臭，
还要让中山市的一河两岸重新变成市
民们游玩的“亲水乐园”；时任中山市
长陈良贤也明确表示，在经济发展之
后，城市生态不可避免遭到了一些影
响，进行雨污分流就是为了落实南粤
水更清计划，还一个优美的水环境给
市民。

一城清流水，醉美岐江游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 年 4 月，广
东省正式公布《南粤水更清行动计划》
年度评估结果，结果显示，2014 年全
省 22 个市（区）中，中山、顺德和深圳
综 合 得 分 在 90 分 左 右 ，位 于 第 一 梯
队，而中山更是独占鳌头，取得了综合
得分排名第一的骄人成绩。

经过几年不懈努力，目前岐江河
中心城区 10 公里的河段，水质已经明
显好转，水流充沛，碧波荡漾，两岸休
闲设施完善，绿树成荫，风景如画，母
亲河面貌已焕然一新。2015 年，“岐
江游”正式开通，每当华灯初上，沿线
5 个广场、6 座桥梁、10 个公园以及沿
岸滨江休闲带的灯光交相辉映、火树
银花，五颜六色的净化水从桥身往江
面飞洒，交织成一道道流光溢彩的瀑
布，让人情不自禁地沉醉其中。正如
薛晓峰所言：“岐江游是手段，是标志，
是‘副产品’，治水才是基础，是根本目
的！”有了明晰的目标指引，中山治水
的新格局一定更加开阔、更加高远。

四步骤“降服”发疯涌

见微知著看中山治水新格局
江镕 黄志强

目前岐江河中心城区
10 公里的河段，水质已经
明显好转，水流充沛，碧波
荡漾，两岸休闲设施完善，
绿树成荫，风景如画，母亲
河面貌已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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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建设中，水的问题日益突
出，内涝 、黑 臭 河 等 在 全 国 各 地 不
同程度存在，严重损害城 市 形 象 ，
影 响 生 活 品 质 。

因为成因复杂、时间较长，做好
城市水文章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科学

施策。在这方面，各级政府部门近年
来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包括建设海绵
城市、整治黑臭水体、开展城市“双修”
等。但要彻底解决问题，还要持续行
动，不断修复城市自然环境，完善城
市功能设施，改善城市环境面貌。

入冬以来，全国去往海南三亚的航班、列
车开始爆满，三亚再度迎来旅游旺季。作为
我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去年起，三亚

在全国率先开展“生态修复、城市修补”试点工
作，着力整治城市发展乱象，对久治不愈的“城
市病”实施“根除术”。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管理
能力得到提升，百姓共享优质生态环境的“获
得感”不断增强。

临水建城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但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原有水系
受到破坏，城市内涝、黑臭水体问题
严重，饮用水安全也受到威胁。恢
复城市水生态、重建城市水文化成
为当务之急。

对此，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发布的《中国中冶水环境治理
技术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提出，政府、企业和公众要融合形成
水环境质量利益共同体，坚持“政府
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
与”，把政府、企业、公众攥成一个拳
头，形成协力治污的局面。

整治黑臭水难在不反弹

根据住建部、环境保护部、水利
部和农业部的通报，全国 295 个地级
以上城市中，有 220 个城市排查确认
黑臭水体 2026 个，累计有 321 个黑
臭水体完成整治，已经开工整治的
有 641 个 。《水 十 条》明 确 ，到 2020
年，城市黑臭水体将控制在 10%以
内；到 2030 年，城市黑臭水体总体得
到消除。

用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张 杰 的 话
说，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就是要实现
百姓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水环
境改善，需要构建完善的城市水系
统和区域健康水循环体系，从根本
上改善和修复城市水生态环境。

中冶华天首席专家、水环境技
术研究院院长程寒飞透露，今年 9
月，中冶华天中标马鞍山市中心城
区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这是典型
的城市型河湖交错的区域水环境生
态修复项目。项目计划在 5 年内对
中心城区的 79 个水体实施水环境综
合治理，以达到提高河道和泵站排
涝标准、全面消除水体黑臭的目标，
提升水质，逐步恢复水生态系统，改
善水系周边环境。

《报告》认为，黑臭水体成因复

杂，通过采取措施可在短时间内消
除水体黑臭现象，难点在于治理后
水质的长效改善和保持，保证水体
黑臭现象不反弹。在实际工作中，
一些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因重治理
轻保持、重短期轻长效而导致水体
返黑，水质反复恶化。

《报告》建议，黑臭水体治理应
坚持“因地制宜、综合措施、技术集
成、统筹管理、长效运行”的基本原
则，按照“外源减排、内源控制、水质
净化、补水活水、生态恢复”的技术
路线，科学制定治理方案。

将水文化融入城市建设

“我们把大江大河全部裹上水
泥，试图用无度的水利工程来防范
水患。但水患越来越严重，裹住了
大自然的那双脚，江河自己不能调
节雨涝。许多城市或是靠埋排水管
道，或是靠疏通和改造下水道来解
决城市内涝问题，结果是治标不治
本。”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院长俞孔坚认为，解决城市水问题，
需要一场“大脚革命”。

《报告》建议，在城市建设中，既
要考虑到水在城市供水、绿化中的
传统功能，也要考虑水在提高城市
品位、发挥地域文化特色方面的新
功能，尽可能多地建设具有人文性、
观赏性、休闲性的滨水文化景观，做
足做靓水文章。

《报告》强调，建设健康和多样
化的人居环境，一定要高度重视水，
高效地利用水，高超地设计水，把水
文化融入生态城市建设中。在具体
的景观设计中，要以人的需求为尺
度，自然河滩尽可能保持其原始风
貌，人工渠系岸线要柔和曲折，道路
及辅助设施的铺装宜软不宜硬。同
时，在水景观建设中注入人文色彩，
将治水工程与改善水质、修复水生
态环境结合起来，建设与区域景观
相 协 调 的 水 景 观 ，实 现“人 、水 、生
态、文化”的多元共生。

探索创新PPP模式

“时间短、任务重、系统复杂，项
目呈现集中爆发态势。区域或流域
水环境治理工作的系统性非常强，
包含水资源、水安全、水污控、水生
态、水文化等多个方面，基本是‘一
河一策’。”程寒飞表示，在这类项目
中，按结果考核的方式已经成为主
流，为技术见长、资金有优势的公司
带来机遇，PPP 模式逐渐成为水环境
治理业务的热点，

PPP 模式不仅可以解决政府短
期集中投入资金短缺的问题，还可
以将环境治理工程转换成一个按效
果付费、易于管理的合同。这种方
式有效减少了重建设、轻运营的现
象，尤其是解决了前期治理无法与
长期维护效果挂钩的顽症，政府可
以盯住效果付费。

针对当前治理项目的特征，《报
告》建议，应创新 PPP 模式，积极探
索 PPP 模式区域/流域环保基金，把
整个区域或者流域的环境保护作为
一个大项目包，通过复合产业链设
计，将中低利润项目与高利润项目
捆绑在一起，形成各产业链相互呼
应的模式，使整个项目包的总收益
达到可以吸引社会资本的水平，从
而提高整体收益。同时，PPP 模式区
域/流域环保基金，还可以促使地方
政府在流域水环境保护等领域改变
思路，通过模式创新来激活市场，增
强造血功能。

城市如何做好水文章？
专家建议，科学制定治理方案，将水文化融入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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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双修”惠民，让城市跟上民生脚步

以“双修”转型，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东岸湿地公园、红树林公园、丰兴隆桥头
公园……三亚这两年新建了 6 个大型公园，
新增绿地 287 万平方米。新老 9 个公园与绿
道、水系串联，形成新的“一河九园”城市中心
公园带。绵延 12 公里的月川生态绿道，把三
亚河、公园以及 15 个居民小区串联起来，为
主城区近 8万居民提供了丰富的休闲空间。

“不管是生态修复还是城市修补，三亚坚
持把民生放在首位，把城市作为整体公共产
品来精心打造，直接受益者是百 姓 。”三 亚
市 长 吴 岩 峻 说 。 通 过 将 生 态 作 为 城 市
灵 魂 引 入 城 市 治 理 和 规 划 建 设 ，三 亚 重
构城市生态空间，注重构建山、水、林、田、
湖、海、湿地等为一体的城市生态大格局，
系统性地解决山体破坏、水系不畅、海岸侵
占、城市绿化不足等问题，让百姓共享生态民

生。
据了解，通过新建污水管网、截污等措

施，三亚河水质已由Ⅴ类提升到Ⅲ类，沿河红
树林生长茂盛，白鹭等各种水鸟显著增多。海
棠湾和亚龙湾是三亚最优质的海滩，过去被高
星级酒店圈占，现在正回归公共本质。今年3月
起，海棠区从 11 家星级酒店收回被占公共用
地，拆掉各种酒店自建设施，建设滨海步道。
目前，海棠湾已建成 18条通海廊道。

已是第三次来三亚过冬的北京游客韩璐
说：“原来的三亚河水又黑又臭，现在臭味没
了，还有了鱼，沿河两岸的红树林里都是成群
的白鹭。”

河水变清，秃山复绿，公园成串，绿廊遍布，
步道相连，成了今日三亚城市环境的真实写照，
让绿、让路、让景、让海于民的承诺得以实现。

“双修”的变化让市民和游客满意度提高
了，三亚市各级干部在这一整治城市发展乱
象过程中，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变：

从经济挂帅到生态优先，实现了执政理
念和政绩目标的转变。许多干部自觉把追求
绿色 GDP、让百姓享受优质的生态环境作为
目标，将注重民生作为责任和追求。比如，三
亚黄金地段几个房地产项目，因损害了生态
环境的连续性，被改建成了公园；凤凰路旁、
虎豹岭下，一处 30 亩地块上规划了两栋 20 多
层的房地产项目，但因破坏山体景观，去年被
果断叫停，随之改建为市民果园，成为市民休
闲的好去处。

从迷恋高楼大厦到以绿水青山为魂，实
现了对城市内涵和品质认识的转变。在三
亚，大部分干部对城市发展中牺牲生态环境
的问题有了深刻反思，保生态就是保饭碗、保
未来成为共识。为学习借鉴世界先进城市建

设管理经验，三亚还邀请国内知名专家讲课，
在当地干部中开展系统教育，革新传统思想
观念。据了解，在主城区新修 6 个大型公园
的基础上，三亚计划在 2020 年之前建成海坡
公园、城市活力公园、南新公园等，实现“300
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目标。

从“面子”光鲜到“里子”强健，实现了城
市建设和治理方式的转变。三亚不但在整治
城市景观上下功夫，还重点向地下、向城市运
行不畅的淤塞点、痛点发力，如整治三亚河污
染、打击违建、治理交通堵塞、建设管廊城市
和海绵城市等。目前，三亚已重点新建各类
地下管网 148.5 公里，建成 7.7 公里长的地下
综合管廊；大型综合性公园丰兴隆桥头公园
按照海绵城市的标准建设，东岸湿地公园蓄
水量达到 83 万立方米，将有效解决周边城市
主路段和周围小区的积水问题，实现“小雨不
积水、大雨不内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