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台港澳周末 2021年2月6日 星期六
责编：汪灵犀 邮箱：gtbhwb@people.cn

声音声音

香港缺乏天然湖泊、河流及充
裕的地下水源，民生用水很难自给
自足。据香港特区水务署公布的资
料显示，2019/2020 年度，全香港平
均每日使用饮用水达 273 万立方米，
而每年的平均雨量只有 2398.5 毫米，
远不足以应付目前庞大的用水需求。

除 内 地 东 江 水 源 源 不 绝 供 港
外，香港社会也一直在讨论开发其
他水源的可能性。经过多年筹划，
特区政府决定在将军澳兴建海水淡
化厂，拓展香港“水路”，减轻供水
系统压力。与此同时，专家学者建
议，特区政府在着手海水淡化之
时，也应多加留意生产链优化，尽
量避免破坏生态。

共饮一江水

据香港水务署介绍，目前香港
供水系统有3个分支。一是来自广东
省的东江水，这是香港主要的供水
来源，自 1965 年起至今源源不断流
入香港千家万户，约占总用水量的
60%。二是由天然集水区收集的雨
水，香港将这些集水区称之为水塘，
共有约20个，所收集雨水约占总用水
量的20%。三是来自周围海域的海水，
香港从1950年起广泛使用海水冲厕，
这样每年可节省约3亿立方米的饮用
水，约占全香港民生用水量的20%。

尽管香港气候潮湿多雨，但降
水量大都集中在春夏季，且狭小的
土地被花岗岩、火成岩岩层覆盖，
无法有效贮存雨水形成地下水，历
史上曾出现过多次水荒。1959 年至
1964 年间，香港发生数次大旱，最

严重时市民每 4日才能获得供水 4小
时，粤港两地开始商讨供水事宜。
此后，随着东深供水工程建成，香
港水资源供应情况得到极大改善。
1982年，香港与广东签订东江水输港
协议，香港得以享受24小时无间断供
水。目前，香港年用水量稳定在9亿至
10亿立方米，已不再受缺水威胁。

水塘集水区则约占香港土地的
1/3，由郊野公园所包围，确保水源
不受污染。但水塘的淡水储备量主
要“靠天吃饭”，调节能力较差。薄
扶林水塘是香港的第一个水塘，于
1863 年落成。位于西贡郊野公园内
的万宜水库则是香港最大的水塘，
容量达2.81亿立方米。

迈出第一步

不过，随着人口及经济快速增
长，香港的民生用水需求量也持续
增加，令现有的供水系统压力增
大。港府积极探索新水源，包括海
水淡化、循环再用水等。

2008 年，香港水务署推出“全
面水资源管理策略”，其中一项主要
措施是开拓新的水资源，为气候变
化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作好准备，当
中就包括海水淡化。2019 年该策略
更新后，进一步强调了海水淡化的
重要作用。

“我们一直留意海水淡化的最新
技术，并已分别于 2002 年及 2007 年
完成相关的海水淡化技术可行性研
究。”水务署负责人介绍，近年海水
淡化技术日趋成熟，成本也逐渐下
降，是香港发展海水淡化的适当时

机。2019 年底，经招标程序后，将
军澳拟建海水淡化厂第一阶段的计
划、建造及运作合约批出，海水淡
化工程迈出第一步。

据介绍，将军澳海水淡化厂采
用逆渗透海水淡化技术生产的饮用
水，可符合香港饮用水标准，该标
准采纳了世界卫生组织所定的 《饮
用水水质准则》。成本方面，估计每
立方米约 10 港元，加上配水和客户
服务成本，估计每立方米约 13 元。
产量方面，预计每日 13.5 万立方米，
其后可扩展至每日27万立方米，占香
港饮用水供应量的5%至10%。

水务署表示，第一阶段将军澳海
水淡化厂工程将按设计—建造—经
营合约安排实施。承包商将负责海水
淡化厂的详细设计、建造和运营。第
一阶段建造工程计划已于 2019 年 12
月30日开始，并预计于2023年完成。

助力新发展

海水淡化虽然不受气候变化影
响，可以帮助香港实现水资源可持
续发展。然而，海水淡化的过程中
会消耗大量能源，还会释出大量高
浓度盐水，破坏生态环境，造价也
不菲。环保人士指出，特区政府应
多加留意，在生产淡水之余，也要

留意优化生产链，减少生态破坏。
早在 1973 年，香港利用相关试

点项目的经验，正式着手建造当时
世界上最大的海水化淡厂，即位于
屯门的乐安排海水化淡厂。在 1977
年大旱期间，该厂全面运作。可
是，当时的海水化淡成本高昂，仅
燃料费一年就需要 1.46 亿港元。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于全球石油危
机，海水化淡的成本再次飙升，迫
使该厂在1982年选择关闭。

水务署报告指出，新建的海水
淡化厂需要投放很多能源，电力是
目前生产和输送淡水所需电力的6至
8倍，对环境可能造成破坏，甚或加
剧碳排放的问题。“长远看香港的供
水比例，应该维持四成东江水、三
成水塘和三成海水化淡，才算比较
合理。”曾任香港水务咨询委员会委
员的文志森这样认为。

“尤其大湾区人口持续增加，对
淡水的需求也会不断上升，在这种
状况下港人继续依赖东江水，对内
地居民也不公平。”香港媒体“香港
01”指出，要长远处理香港的饮用
水供应问题，离不开进一步发展海
水淡化，稳定本地供水来源。这既
符合成本效益，也预留更多珍贵的
水资源予东江流域城市的居民，“一
家便宜两家着”。

最近，岛内有一小撮人蠢蠢欲
动，妄图成立所谓的“台湾新宪联合
阵营”，搬出“修宪公投”老戏码。新
华社近日就此发表时评指出，所谓

“制宪”“修宪”都是极其危险的“法
理台独”动作，无论如何变造都是

“台湾之毒”，会招致灭顶之灾。文章
摘编如下：

一个以往名不见经传的团体“绿
党”，最近很是亢奋，一头扎入修改台
湾地区宪制性规定、删除“国家统
一”表述的政治议题当中搅浑水。对
台湾岛内诸如此类靠炒作“台独”议
题博关注、求续命之徒，我们必须再
次警告，所谓“制宪”“修宪”都是极
其危险的“法理台独”动作，无论如
何变造都是“台湾之毒”，会招致灭顶
之灾。

回溯过往，李登辉、陈水扁当政
时就着手推动各领域“去中国化”，虚
构出的所谓“台湾主体意识”如同致
幻剂一般，让一代又一代台湾青年沉
迷于“独立”幻觉难以自拔。蔡英文
上台以来，又对“新台湾人意识”进
行升级改造。民进党当局和各种“台
独”势力不断搬弄“宪改”议题，欲
除一中内涵而后快，这已成为他们的
政治执念，目的就是要对台湾社会持
续麻醉和洗脑。

“涉宪谋独”是一剂精神吗啡。
“台独”势力及其政客们大肆贩售，就
是要让民众产生“台湾是一个国家”
的错乱认知，以便绑架和操纵民意，
变现为选票和随之而来的钞票。这当
中，年轻人更是他们最“眼馋”的围
猎对象。蔡英文主导下，台立法机构
成立所谓“修宪委员会”，启动所谓

“修宪工程”，目标首先是下修投票权
及被选举权年龄。民进党当局和“台
独”势力合谋，目的再清楚不过，一
边用“台湾要成为正常国家”麻痹

“去中国化”教育下成长的年轻一代，
一边步步推进“修法”，让台湾年轻人
成为他们的“政治提款机”。

“涉宪谋独”背后是一个共犯结
构。从“台湾制宪基金会”抛出两项

“公投”议题，到民进党陈亭妃等人炮
制“‘迈向国家正常化’修宪提案”，
从蔡英文出席某“修宪”议题论坛时
宣称“现在是国家社会总动员时刻”，
到“老台独”辜宽敏称蔡英文对“制
宪”未否定未拒绝……这个贩“独”
集团成员台前幕后，明里暗里，分进
合击，异常亢奋。他们在对“台独”
深度沉迷状态下搏命奔跑，却将台湾
百姓拖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涉宪谋独”是非常危险的玩法。民进党当局自以为自
我掩饰得很聪明：蔡英文宣称在两岸关系上“不会冒进”；
民进党相关提案人辩称提案“不涉统独”；绿党提出删除

“国家统一”表述，却又不说清用什么来替换……在此我们
必须把话说清楚讲明白：在统“独”问题上打“擦边球”
无异于玩火，一则，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仍是台湾主流
民意；二则，两岸实力对比日益悬殊，大陆反“独”立场
坚定、利剑高悬、能力强大；三则，国际社会一中格局坚
不可摧。

包括所谓“法理台独”在内的形形色色“台独”阴
谋，过去一再遭到挫败，现在和将来也永无得逞的可能。
时代巨流不可阻挡，“台独”逆势蠢动只会加速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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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水源开拓水源 香港着手海水淡化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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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将届牛年将届，，年味渐年味渐
浓浓。。由台湾艺术家在上由台湾艺术家在上
海创办的文创品牌琉璃海创办的文创品牌琉璃
工房艺廊内工房艺廊内，，也新近上也新近上
市琉璃生肖牛市琉璃生肖牛，，吸引众吸引众
多目光多目光。。

琉璃工房公共事务琉璃工房公共事务
负责人陈建明表示负责人陈建明表示，，牛牛
作为开辟土地的吉兽作为开辟土地的吉兽，，
体内蕴藏力量体内蕴藏力量，，助力大助力大
地万物萌发生长地万物萌发生长，，使之使之
代代繁衍代代繁衍，，生生不息生生不息。。
此次琉璃工房为观众带此次琉璃工房为观众带
来的不仅仅是农历新年来的不仅仅是农历新年
的喜庆与祝福的喜庆与祝福，，更是期更是期
许新年新气象的正能量许新年新气象的正能量。。

为推广粤港澳大湾区的岭南文化底
蕴，提高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吸引力和
感染力，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澳门
公共图书馆响应由广东省中山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粤港澳大湾区公共图书馆联
盟发起的“品读湾区”9+2城市悦读之
旅荐书活动，于日前在澳门多所公共图
书馆举行“品读湾区”推荐书目巡回
展，邀请市民在阅读之中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的文化生活。

本次“品读湾区”书展活动从粤港
澳多个城市公共图书馆的荐书名单中选
取约60本馆藏，并连同各地图书馆捐赠
的地方文献共约80本图书进行展览。展
出书目类型众多、内容丰富，包括名家
经典、地方风貌、小说文学、童书绘
本、历史传记、哲学理论等，为读者提
供知识养分。

《文学风景——澳门历史城区文学
游踪》及著名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王
子》是本次重点推荐书目。其中《文学
风景——澳门历史城区文学游踪》一书
由澳门本地作者彭海铃和梁倩瑜编写，
以“澳门历史城区”的参观路线为经，
中外作者的文学作品为纬，图文并茂地
生动展现澳门世界文化遗产深厚的文学
内涵，是第一部融合文学与史迹的澳门
历史城区导赏书籍。书内还附有澳门历
史城区各景点的实景图二维码，读者只
要扫码即可随时随地欣赏相关景点的
360 度实景图。除重点推荐书目外，本

次活动还将展出 《珠海简史》《佛山情
书》《深圳自然笔记》 等多部大湾区城
市主题图书，让读者通过阅读了解大湾
区的历史与文化。

“品读湾区”荐书活动书展由广东
省立中山图书馆及中山纪念图书馆承
办，得到多所大湾区公共图书馆积极响
应，获各地图书馆捐赠10余套地方文献
及百余本经典书目推荐。

自 2020 年 9 月起，“品读湾区”活
动已先后在中山、东莞等多个大湾区城

市成功举行，活动内容包括大湾区“9+
2”城市荐书“悦读”之旅、摄影作品
展等内容，多方面展示湾区城市形象和
人文风貌，促进各地地方文献交流。

此次“品读湾区”推荐书目将在
澳门各公共图书馆巡展至 4 月 21 日，
市 民 可 根 据 展 览 排 期 前 往 何 东 图 书
馆 、 沙 梨 头 图 书 馆 、 澳 门 中 央 图 书
馆、氹仔图书馆和石排湾图书馆免费
观展，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领略大
湾区多元文化的魅力。

▼ 四蹄翻飞
开出锦绣花

▼ 四蹄翻飞
开出锦绣花

▼ 腾跃凌宇宙

▲▲ 牛气满天快乐行牛气满天快乐行

▲ 香港特区政府斥资91亿港元，建将军澳海水淡化厂，拓展香
港水源。 （资料图片）

“品读湾区”领略岭南文化
本报记者 金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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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深供水工程水源水库——广东河源新丰江水库。
（资料图片）

▲ 东深供水工程水源水库——广东河源新丰江水库。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