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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四 五 ”规 划 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
出，实施国家节水行动，
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
度，强化农业节水增效、
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
水 降 损 ，鼓 励 再 生 水
利用。

近年来，北京在加强
污水处理、提升污水处理
标准的同时，加快再生水
利用，扩大其用途和用
量。如今，再生水利用量
占北京年度水资源配置
总量近三成，再生水已经
成 为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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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获悉：国家邮政局计划 4 月正式启动过度包装专项治

理，依据今年 3 月正式实施的《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争取利用一年时间，有效遏制过度包装等违法违规行为；同

时，到年底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率将达 80%。

近年来，我国邮政快递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快递业务量稳居世界

第一。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快递包装问题也给环境保护带来一

定压力。《办法》围绕邮件快件用什么包、怎么包、怎么管三个关键问

题，明确了制度设计和条款内容。这又对寄递企业、用户、邮政管理

部门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寄递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包装管理制度

《办法》明确规定，寄递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包装管理制度，使用统

一的商标、字号或者寄递详情单经营寄递业务的，商标、字号或者寄

递详情单所属企业应当对邮件快件包装实行统一管理。

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办法》，寄递企业应当严格执

行包装物管理制度，采购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包装物，优先采用可重

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优化邮件快件包装，减少包装物的使

用；鼓励寄递企业采购使用通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物，规定寄递企

业通过宽度较小胶带、加强结构性设计、推广使用电子运单、选用尺

寸合适的包装箱等措施减少包装物用量；针对一次性塑料产品替代、

包装物中重金属含量和苯类溶剂残留管控等问题，明确企业责任，强

化源头治理。此外，寄递企业应加强对协议用户的引导和管理，推动

共同落实绿色包装要求。

同时，要求寄递企业按照环保、节约的原则，合理进行包装操作，

不得过多缠绕胶带，尽量减少包装层数、空隙率和填充物；鼓励寄递

企业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和回收流程，对包装物进行回收再利用。

用户不宜提出过多缠绕胶带等要求

加强邮件快件包装管理，需要多方协同共治。《办法》的出台，对

用户寄快递将产生什么影响？

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邮件快件包装涉及生产企业、寄递

企业和用户等多方主体。用户是寄递服务中重要的参与者和影响

者，快递包装绿色治理离不开用户的配合和支持。

该负责人表示，用户应当遵守邮件快件包装的基本原则和一般

要求。《办法》规定，包装邮件快件应当坚持实用、安全、环保原则，符

合寄递生产作业和保障安全的要求，节约使用资源，避免过度包装，

防止污染环境。

用户应配合寄递企业落实有关要求。例如，对快递员依照规范

进行的包装操作，用户不宜提出过多缠绕胶带等不合理的要求；自备

包装物不符合规定，快递员要求更换或者代为更换的，用户不得拒绝

或阻碍；对寄递企业投入使用的可循环包装物，收件人应当在取出内

件后将可循环包装物归还快递员。

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呼吁广大用户积极参与、认真配合邮政

管理部门和寄递企业的相关工作，便捷快递人人享有，绿色快递人人

有责，共同为构建绿色快递、建设美丽中国做出贡献。

要初步构建防止过度包装的长效机制

在防止过度包装上，邮政管理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

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要推动出台快递业限制过度包

装要求行业标准，结合行业实际进一步细化过度包装的认定依据，

方便全行业操作执行；组织开展过度包装专项治理，争取利用一年

的时间，有效遏制过度包装等违法违规行为，初步构建防止过度包

装的长效工作机制；加强常态化监管，不断提升寄递企业规范包装

操 作 的 意 识 和 能 力 ，营 造 抵 制 过 度 包 装 、避 免 过 度 包 装 的 良 好

氛围。

据介绍，为落实《办法》，国家邮政局将出台配套规定，如落实《固

废法》等上位法规定，强化有机衔接，研究出台行业生态环保信息报

告、包装操作规范备案等方面的配套制度。同时严格行政执法，按照

“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指导各地邮政管理部门针对包装统一管

理、使用符合标准包装、协议用户引导和管理、包装操作规范制定和

备案、包装操作培训、避免过度包装、行业塑料污染治理等方面强化

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持续抓好法律和规章规定的贯彻落实，确保相

关规定在行业内落地生根。

为构建长效机制，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计划在 2022 年 4
月份，也就是《办法》生效实施一周年后，组织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强

化实施监督，确保《办法》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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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已

开湖。

每年春天，青海湖冰雪融化，这个过程

被当地牧民称为“开湖”。青海湖开湖，也预

示着整个青海湖迎来了春天。

青海湖开湖，有“文开”和“武开”之别。

“文开”是指随着气温渐升，冰面逐渐变薄、

破碎，缓慢融化，在不知不觉中，由前一天的

冰冻景象变成连天碧波。“武开”则是指湖面

冰层在狂风的推动下，瞬间四散，互相碰撞、

挤压，涌向湖岸，在岸边堆积成各种形态的

冰坝。

今年的青海湖开湖为“武开”，现场破冰

之声如万马奔腾，浮冰堆砌于岸，如冰峰耸

立，蔚为壮观。大批棕头鸥已迁徙回青海

湖，鱼翔湖底，鸥鹭齐鸣，牛羊欢叫，一个生

机盎然的湖畔春天正在到来。

上图：6 日，青海湖开湖后，迎来棕头鸥

戏水的美景。

右图：6 日，青海湖岸边堆积的各种形

态的冰坝。

春到青海湖
本报记者 姜 峰 本报通讯员 祁国彪文/图

北京，南四环外，凉水河畔，坐落着一

座现代化再生水厂——北京排水集团小红

门再生水厂。来自北京西部、南部城区的生

活污水，在这里经过生物处理、沉淀、过滤、

脱色、消毒等 12 道工序，净化为主要指标达

到地表水Ⅳ类标准的再生水；随后通过 6 台

离心泵，进入全长 33.4 公里的输水管道，为

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进行生态补水。

在进入永定河前，再生水还要接受湿

地净化，进一步降解水中的氮、磷等物质。

进入永定河时，再生水能达到地表水Ⅲ类

标准。

这是北京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一个

典型场景。来自北京市水务局的数据显

示，2020 年全市再生水利用量达到 12 亿立

方米，占年度水资源配置总量近三成，成为

不可或缺的重要水源。

污水处理能力提档升
级，大大节约优质新水资源

流水潺潺，绿树依依，北京广渠路沿线

呈现出一派湿地风光——这是利用再生水

打造的湿地公园。按照规划，每天将有 50
万立方米再生水从高碑店再生水厂注入这

片湿地，形成了首都核心区与城市副中心

之间的一条生态景观廊道。

高碑店再生水厂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除给华能电厂、西北热电等提供冷却水外，

一部分再生水还被作为景观环境用水，给

凉水河、南护城河、郊野公园等地补充环境

用水。它的前身曾经是北京市规模最大的

污水处理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

北京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585 毫米，年

均可利用水资源量 37.4 亿立方米，年人均

水资源量不足 200 立方米。曾经，由于持续

干 旱 ，北 京 只 能 超 采 地 下 水 维 持 水 量 供

应。“十几年来，北京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下

降 1 米左右，而每下降 1 米，储量就会减少 5
亿立方米。”北京市水务局水资源处处长廖

平安介绍。

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利用再生水、雨水

等非常规水源，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2013 年，北京市政府印发《北京市加快

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三年行动

方案（2013—2015 年）》，提出三年内全市新

建再生水厂 47 座。在此背景下，曾经的高

碑店污水处理厂被升级为高碑店再生水

厂。目前，该再生水厂日处理规模达 100 万

吨，大大节约了优质新水资源。

北京市水务局污水处理与再生水管理

处副处长付朝臣介绍，像高碑店再生水厂

一样，自 2013 年以来，北京所有新建再生水

厂和升级改造污水处理厂都要求主要出水

指标一次性达到地表水Ⅳ类标准。截至

2020 年底，北京现有大中型污水处理厂和

再生水厂污水日处理能力达 1 万吨以上的

共 67 座，污水处理总能力达 679.2 万立方

米/日，污水处理率达到 95%。

价格优势日益明显，再
生水用途逐渐多元、用量逐
年走高

2010 年，一家企业的生产线打算落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但因为该项目设计

用水量达每日 3.8 万吨，相当于当时北京经

开区总用水量的一半，审批事项悬而不决。

项目“卡壳”怎么办？北京经开区当时

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生产不动新水，用再生

水来支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北京经开

区建设了日产水量达 4 万吨的再生水厂。

经过 10 年运行，如今该企业的这条生产线

已全部采用再生水。

如今，在北京经开区，越来越多的企业

用上了高品质再生水。据统计，北京经开

区万元 GDP 水耗已连续 7 年保持在 4 立方

米以内，用水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据

测算，北京经开区每年高品质再生水利用

量达到 1200 万立方米以上，占工业用水总

量的 40%以上。

“价格因素是推动再生水得到广泛应用

的重要原因。”北京市节约用水办公室四级

调研员刘鹏告诉记者，2003 年以来，北京再

生水价格一直维持在 1 元/立方米，再生水

与自来水价格相差 3—4 元/立方米，大大推

动了再生水利用。2014年以来，北京又进行

多次水价调整，再生水价格调整到最高价格

不超过 3.5 元/立方米，但与非居民自来水价

格差距最高扩大到 6 元/立方米，价格优势

进一步加大，提高了再生水用户的积极性。

如今，北京再生水利用量由 2013 年的 8 亿立

方米增加到 2020 年的 12 亿立方米，用水途

径也由绿化、洗车、冲厕等逐步推广到工业、

河湖环境及道路浇洒等方面。

有效改善区域水环境，
接下来将进一步提升使用
效益

春风送暖，逛家附近的画眉山公园成

了海淀区水岸家园小区居民张先生的一大

乐事。画眉山公园是南沙河上游大寨渠渠

首新建成的滨水公园。“5 年前刚搬到这儿

时，小区边上还只是条没水的沟渠。”张先

生回忆。

曾经，在北京的河流湖泊中，像大寨渠

这样没水或水少的沟渠不少。海淀区水务

局副局长宋强介绍，海淀虽然水系发达，但

水资源比较匮乏，“我们一共有 35 条河道、

63 条沟渠，但很多沟渠都处在干涸或水少

的状态。”

河道没水或水少，带来的直接影响就

是水质变差。为改变这一局面，2020 年，

海 淀 区 水 务 局 决 定 实 施“ 水 清 岸 绿 行

动”。“根据目前海淀区的水资源现状，我

们采用再生水作为主要的补水水源，利用

上庄再生水厂等为南沙河进行生态补水，

再将南沙河的水调往上游，带动北部 12 条

支渠循环流动，既带活了干涸的支渠，又

改善了南沙河水质。”海淀区水务局局长

马光耀介绍。

“以 前 ，我 们 小 区 虽 然 叫 水 岸 家 园 小

区，却名不副实。现在，要是有朋友来家里

串门，我都要带着他们逛一逛家门口新添

的滨水公园，我们是当之无愧的水岸家园

了。”张先生说。

海淀区改善区域水环境的做法，也是

北京高效利用再生水的缩影。北京“十四

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 2025 年生产生活用

水总量不超 30 亿立方米，并实现零增长。

“这意味着，在新水总量不增长的情况下，

再生水的产出和利用量也不会有明显增

长。我们将着重在提升再生水的使用效益

上下功夫。”付朝臣表示。

北京去年再生水利用量达12亿立方米，占年度水资源配置总量近三成

再生水 有大用
本报记者 贺 勇

本版责编：陈 娟 张文豪 何宇澈 版式设计：沈亦伶

数据来源：国家邮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