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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许多城市因水而兴，安徽省
六安市便是其一。地处长江、淮河之间，位
于大别山北麓，六安城滨水而筑，千百年来
与水共融共生。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区人口不
断增加，六安的人水矛盾逐渐显现，城区内
的均河、蒋家沟等十几条内河，均出现不同
程度的黑臭问题，这一度给居民生活带来不
便，让城市发展蒙上阴影。后来，六安来了
一位“水管家”，景象发生了变化。

聪明“大脑”，敏捷“身手”

“水管家”管水，非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而是采取系统治理的方法，对水资源进
行精准调控、精准治污、精准管理。水管家
以管网为重点，将城市供水、排水、湿地、
河流、湖泊和水库等涉水系统及附属设施的
全周期统一运营、统一管理和统一调度。

雨季，城市最怕内涝。雨刚下了 15 分
钟，六安城市“水管家”智慧调控中心的大
屏上就生成了一张降水模型图，根据地表水
的流向预测易积水的区域，发布指令打开相
应的排涝站。若管网中某监测点水位异常，
系统则初步判定该位置可能存在淤堵，会视
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安排抢修。

这是三峡集团牵头研发的“厂网河、供
排涝”全业态智慧调控系统，可以对六安所
有涉水设施进行集中监视、远程控制和一体
化调度。基于涉水资产全域一体化的布局，
以及智能传感、监测等信息化技术的赋能，
运筹帷幄的调度成为了可能。

“水管家”不仅拥有聪明的“大脑”，还
拥有敏捷的“身手”。

在六安的大街小巷，一条浑身长满“触
角”的银色灯架定时“出没”，给路面之下的
排水管网做着“微创手术”。

城市排水管网身负污水、雨水排放等功
能，是城市的“地下生命线”。但管网容易因
年久失修而导致老化、破损、腐蚀、渗漏等
问题，因此往往成为城镇排水系统的短板。
一般来说，修复管网需要做“开膛破肚”式
的开挖，容易破坏路面，影响交通和市容
市貌。

而目前在六安实施的管网“微创手术”，
是将浸渍了光敏性树脂的软管拖入待修复的
管道内，再向软管内注入压缩空气，使软管
紧贴管道内壁，最后放入紫外光灯架照射，
使树脂在管道内部固化，形成一段高强度内
衬管。

“只需借用管道两端的检查井，就能在破
损的管网内‘做’一根新管，不用挖开路
面，一天内能完成大约 100 米的修复施工。”
项目管理人员介绍，“尤其是直线型管网，很
适合采用一体成型的修复方式。”

“一个城市、一张蓝图、一个管家、一个
机制。‘水管家’以供排水为切入点，对城市

涉水设施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
营、统一管理、统一调度，实现厂网河一
体、供排水一体、投建运一体，通过智慧化
赋能和专业化管理，实现城市水环境长期稳
定达标和持续改善。”三峡集团长江生态环保
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水管家”的
核心是通过城市智慧水管家系统治理和统筹
管理，解决治标不治本、多头管理、高投入
低产出等问题。

让污水变成“宝贝”

年逾七旬的郑玉柱最近迷上了钓鱼，常
常约着三五好友相聚六安的均河畔。可曾
经，郑玉柱最不愿意来的就是这里，“之前这
里的水质差，隔老远就能闻见臭味，现在大
变样了，水清了，鱼多了，风景也好了”，郑

玉柱乐呵呵地说。
自从来了“水管家”，六安的污水治理走

向了各个角落。污水处理能力得到扩容增
效，主城区14条黑臭水体通过国家生态环境
部、住建部专项核查，合格率100%。空气清
新、水清岸绿，让当地居民享受到了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去年雨季，六安龙井沟路上的行人比之
前多了一份从容。曾经，路面下的排水管网
雨污混流，汛期过水量大时，路面积水严
重。如今，通过雨污分流改造，让龙井沟路
不再“内涝”。周围居民纷纷说：“下雨天再
也不用踮脚跳了。”

六安凤凰河湿地公园，已是小有名气的
休闲地，市民张勇带着妻子和小孙女来到瀑
布旁游玩。“这是六安的网红‘瀑布’，许多
人说很漂亮，我们是慕名而来的。”张勇笑
着说。

这个“网红”瀑布乃人工建设而成，为
的是既能打造具有观赏趣味的跌水景观，又
能利用落差加速水体的净化。

凤凰河湿地公园的附近就是凤凰桥污水
处理厂，“网红”瀑布的来水便是污水处理厂
处理后达标排放的尾水。污水处理厂的尾水
一部分送至凤凰桥中水厂进一步处理，用于
华电六安电厂的循环冷却用水；一部分则作
为生态补水，流经湿地公园，流入凤凰河，
汇入六安人民的母亲河——淠河。

远远望去，六安蒋家沟河畔的一座小
“公园”里，几眼小喷泉正在水面“绽放”。
走近才知道，这里是一处水质净化站，建设
者将其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喷泉的下方设
有曝气机，可以促进上下层水体的混合，增
强水体中好氧微生物的活力。丝丝水流中，
污水化“浊”为“清”，不仅打破了人们对于
污水处理的固有认知，更是成了一处亮眼的
风景。

污水，在六安已不再是“废水”，摇身一

变成了“宝贝”。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
被输送至污泥处理厂，通过“太阳能干化+
好氧发酵+产品加工”，成了富含氮磷钾等肥
分的营养土。

模式可复制可推广

“水管家”采用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
合治理的科学观念，聚焦城市治理的难点、
痛点问题，有助于改善长江经济带城市水环
境质量；同时，“水管家”能够统筹推进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让城镇污水治理释放

更多生态红利。
从2018年开始，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

公司在长江中游的 4 座试点城市开始了水环
境治理的新征程，到目前已经与23座城市签
订了“水管家”的合作协议，在 6 座城市正
式成立了“水管家”的城市公司，开展实质
性的运作。

湖南岳阳，以往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下，
雨水、污水、河流水、湖泊水、水库水均由
不同单位负责调度，多头交叉管理，缺乏统
一管理主体。

2021 年 7 月，城市智慧“水管家”一期
平台在岳阳东风湖上线，蓝色大屏幕上，以
东风湖片区为试点，水务资产、管网现状、
实时监控、调度情况等尽收眼底，可实现区
域内“全面感知－科学评估－智能预警－调
度决策”的一体化管理。

“‘水管家’将从水源地到水厂的原水
输送、水厂到用水端的自来水供应、用水端
到污水厂的污水收集处理，以及处理达标后
的尾水排放、河湖生态治理、城市防洪排涝
等，纳入全过程全周期管控。”长江生态环保
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区域公司副总经理李智林
解释，“如此，岳阳城里的‘每一滴水’，便
都在‘水管家’的监管范围内。”

“‘水管家’是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探索，能够解决水
环境治理的痛点和难点问题，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具备了可推广的客
观条件，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适用性。”长江
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殿常表示：

“我们已经制订了‘水管家’复制推广的实施
路径，也期待着与长江沿线更多的城市合
作，把‘水管家’的模式复制推广，把水环
境的治理工作做好，切实推动长江生态环境
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题图：安徽省六安市凤凰河湿地公园，
游人和市民徜徉在由污水处理后达标排出的
中水打造的叠瀑景观带赏景游玩，感受滨水
六安的生态和谐之美。

田凯平摄 （人民图片）
上图：近年，湖南省岳阳市推进南湖水

环境综合整治，沿湖岸线实现了环境优美、
空气清新、景色怡人。图为水清岸绿、风景
美如画的岳阳市南湖。

李 健摄 （人民图片）
左图：安徽省六安市“水管家”集控中

心。 资料图片

长江沿岸“水管家”——

管好每一滴水
本报记者 刘发为 范昊天 长江巡礼

新征程·新步伐新征程·新步伐

城市依水而兴、因水而美。与清
澈而灵动的城市水系为邻，是人人都
期盼享有的生态福祉，城市水环境健
康与否，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环境
质量。因此，治水兴城、不断提升城
市水环境质量，对于建设宜居家园、
实现城市绿色发展至关重要。

近年来，不少城市持续推进水环
境综合治理，“医治”黑臭水体、河
湖湿地萎缩、城市内涝等“病症”，
已经取得一定成效，越来越多记忆中
的美丽河湖重回人们的视野，有河有
水、有鱼有草的生态目标初步实现。

要想让美丽河湖常伴左右，不仅
要巩固提升水环境治理成效，更要找
准水环境“城市病”的“病灶”，建
立防止返黑返臭的长效机制。这需要
仔细梳理城市水环境治理模式中的堵
点和短板，不断完善城市水生态保护
与治理的运行机制，在实践中寻找解
决不同城市水环境问题的新方法。

黑臭在水里，问题在岸上，关键
在管网。在治水方面，城镇排水管
网、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落后、欠账
较多的问题十分突出。2022 年，生
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黄河生
态保护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深入
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方案》
均提出，要开展城镇污水管网混错接
改造、更新、破损修复等工作，因地
制宜推进城镇雨污分流改造，提升污
水收集效能。因此，将管网等“里
子”建设作为重点，对城市供排水、
防洪排涝等涉水设施统一规划建设、

管理调度，有利于解决城市水生态环
境根本问题，让河湖等城市水环境的

“面子”长期稳定达标并持续改善。
创新城市水环境治理模式，要摒

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水逻
辑，将城市水生态系统看作一个有机
生命体，坚持流域统筹、区域协调的
系统治理。既要根据城市用水的各个
环节，理清厂、网、河湖、岸等节点
的治水问题，逐一解决，建立起相互
协调的全周期治理系统；又要整合城
市水环境治理的主体责任，变“九龙
治水”为“统一作战”，提升治水能
力和效率。

创新城市水环境治理模式，要做
到“一城一策”“因城施策”，在解决
基础设施短板等共性问题的基础上，
绘就适合具体城市的治水蓝图。例
如，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滨水城市，
地势低平、水系缺乏动力是容易形成
黑臭和内涝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畅
通城市“代谢”，增强水体纳污和行
洪能力便是关键。而在水资源不足、
生态脆弱的黄河流域，疏浚河道、调

度补水则是润泽城市的重要举措。
创新城市水环境治理模式，还要

拓宽思路，探索污水资源化利用，变
“废水”为“宝贝”。在江苏宜兴等
地，污水经过处理可达到直饮水的标
准、变污泥为营养土等科研试验正在
进行，一些城市还将处理后的中水作
为发电厂的循环冷却水使用。这些纳
污吐新的新方法，不仅让宝贵的水资
源重新焕发光彩，还为城市高质量发
展注入更多绿色活力。

目前，中国地表水Ⅰ至Ⅲ类优良
水体断面比例达到 87.9%，水环境质
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这表明我们有
能力深入推进水环境污染防治，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水环境的需求与
期盼。未来，还应进一步加强治水新
技术新工艺研发、集成与应用，加快
城市水环境治理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转
型，以科技力量支撑碧水常流、笑颜
常在。

治水兴城，创新是动力
朱金宜

左图：位于长江之滨的湖北省武
汉市是一座伴水而生的城市，境内江
河纵横、百湖密布，拥有 165 条河
流、166个湖泊。图为风景秀美的武
汉东湖，不仅成为当地一张闪亮的生
态名片，也为探索人水和谐、城湖共
生提供了启示。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