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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水源“加班”12年】

未雨绸缪，有备无患。这是一座城市建立备用水源
地的初衷。特别是对于地处半干旱地区的北京而言，地
表水资源不足，地下水成为首都供水的主要水源。再加
上城市发展迅速，人口增长加快，城市用水需求不断增
长，北京市水资源紧张形势一直较为严峻。

地处潮白河、怀河和北运河冲积扇平原的怀柔备用
水源地，水量极为丰沛。1999年，经勘探部门测算，备
用水源地的地下水，每年有8千万到1亿立方米流入潮白
河。易采易补的优越地质条件，加之水质无污染，水量
稳定，让这里成了北京应急水源地的首选。

怀柔备用水源地于2002年开工建设，2003年8月正
式开始并网供水，年供水能力1.2亿立方米，承担起供水

“主力”的角色。“建设之初的本意其实只是应急和备
用，设计模式是‘采二养三’，就是连续开采两年、再涵
养三年。可由于北京供水紧张，水源地 12 年间连年超
采，地下水位线从16米降低到47米，下降了31米。”京
密引水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任宇表示。

直到2014年底南水进京后，怀柔应急水源地才停止
了12年的超采状态，首次回归其备用水源地的功能。据
统计，怀柔应急备用水源地输送的水量占到北京市供水
总量的1/8，12年相当于输送了12个怀柔水库库容量。

【监测能力增至210项】

“随着南水进京，备用水源已经于去年9月6日起开
始减采。输水量从运行之初的每天33万立方米，减少到

10万立方米。”任宇说，如今 42眼井
可以轮流值班，每天只需要12眼井工
作。减采后不让水源井彻底停用，可
以保障每个机电设备时刻处于一种热
身的状态。如有应急情况，随时可以
加量开采，保障城区应急用水。

据悉，减采半年来，备用水源地
地下水位平均回升了 3米多，目前还
在以每天 3 到 4 厘米的速度回升。未
来随着南水进京水量不断加大，根据
全市用水调度情况，备用水源地采水
量有望继续下降。

除了引入南水进京、涵养地下水源，如何确保市民
喝上安全放心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水质监测中心主任林
爱武表示，目前该中心实验室的监测能力已由 2014 年的
205项增至210项，居民饮用水完全符合国家颁布的饮用水
卫生标准。特别是南水进京后，南城部分区域的自来水硬
度有了明显改善，以南水为水源的水厂供水范围内效果尤
为突出，自来水硬度由以前的380毫克/升降为120-130毫
克/升，居民普遍反映自来水水碱减少、口感变甜。

另外，在南水进京初期，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在全市
增设了 200 多个供水管网终端监测点。每天都早晚两次
加测管网水质，确保南水的水质安全，为全城百姓提供
安全放心的饮用水。

【“喝存补”用好江水】

“用足用好江水，就是‘喝、存、补’。”北京市水务
局局长金树东表示，目前北京已经累计引入江水10亿立

方米，喝了 7 亿立方米，受益人群超过 1100 万；在
“存”上面，通过九级泵站，将江水引入京密引水渠沿岸
的怀柔、密云、十三陵等水库，蓄水1.2亿立方米，密云
水库库存下降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水库蓄水量在去年11
月突破10亿立方米；在“补”上面，从1995年开始，北
京就面临着供水的入不敷出，每年平均超采地下水 5亿
立方米，现在要开始“还账”。去年8月，潮白河水源地
进行了试验补水，回补区域地下水得到补充，回补范围
达24平方公里，地下水位平均回升了7.5米。

金树东透露，今年，北京市将争取多调一些江水，
力争达到11亿立方米，同时增加生态用水量。为了用好
江水，已安排建设第十水厂以及黄村、良乡水厂。与此
同时，将加快南水北调通州水厂和通州支线建设等工程。

此外，为了鼓励多用再生水，北京市将完善再生水
利用价格机制。以再生水利用指导价 3.5元/立方米为基
础，针对工业用水、居民生活、园林绿化、市政杂用、
环境补水等不同用途，制定具体价格政策，形成价格激
励机制，鼓励企业和居民多用再生水。

应急水源回归“备用”南水进京改善水质

北京地下水位回升3米
本报记者 赵鹏飞

北京市水务局日前透露，作为北京市最大的地下
水源，已经全力运转了12年的怀柔应急备用水源工程
将真正回归“备用”。随着南水进京，该备用水源地实
现了减采、涵养，当前地下水位已平均回升了 3 米
多，目前正以每天3-4厘米的速度回升。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水质监测中心的化验员在检测水质。
王 悦摄 （千龙网发）

自 2006 年都灵冬奥会后宣布退役以来，我虽
然离开了媒体视线，但是并没有离开这个行业，目
前还是在滑冰，只是项目有所不同，从短道速滑
“跨界”到了速度滑冰。

在我看来，这两个项目区别不大，比如，比赛距
离、训练方式都有共同之处，最大的区别可能是短
道速滑有集体项目的特点，而速度滑冰则是自己

与自己较量。而在一些训练技术、理念等方面，
速度滑冰是可以向短道速滑借鉴和学习的。

实际上，速度滑冰是一个基础大项，
以今年的全国冬运会为例，它是冬运

会上参赛队伍最多的一个项目，全
部52支代表队中有41支都参

加了速度滑冰比赛。但
是，和短道速滑屡

屡 在 国 际

赛场取得佳绩不同，长期以来，中国速度滑冰和国际
一流水准还存在着不小差距。目前，速度滑冰积累的
人才有所增多，不乏像张虹这样的领军人物，但整体
实力弱一点。相比较而言，在短道速滑，一旦老队员
状态下滑，就能有新的梯队顶上来，但速度滑冰却是
好的比较好，弱的也比较弱，没有集团优势。这是未
来几年我国速度滑冰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

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全国
民众一片欢腾，冰雪运动热潮正在掀起。在“北冰南
展西扩”、“3亿人参与冰雪”的战略背景下，如何加快
推广冰雪运动，积极选拔冰雪人才，成为当下的热点
话题。就我国冰雪运动发展现状而言，虽然我们在
很多冬季项目上都拿到了冠军，但冬季运动的发展
依然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只有北方一些省份在开展，
因而使人才选拔受到了限制。

去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已
经在推广一项“轮转冰”计划，就是从轮滑转到滑
冰。由于轮滑是非奥运比赛项目，所以为了取得更
好的成绩和影响力，很多运动员愿意往滑冰上转，
不少国际上的速滑冠军也都是轮滑转过来的。现在
这个计划已经取得非常好的效果，特别是在南方一
些省份，选才局面初步打开。以江苏为例，苏州轮

滑是国内一支非常有实力

的队伍，这些队员去年 9 月底才开始接触滑
冰，目前已有两个能打到冬运会决赛了，这才
仅仅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由此可见我国冰雪
运动的发展潜力十分巨大。

2022 北京冬奥申办成功后，我们的年轻队员
都特别开心，训练也比原来更刻苦了。尤其是今年
全国冬运会还首次设置了青年组比赛，给年轻运动
员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但中国的冰雪项目
还需要在训练理念、训练体系等方面不断地自我
创新。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团队来协助冬季运动
项目的发展，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推广，做
出一些自己独特的东西来。

2022年，祝愿我们的运动员都能在家门
口举办的冬奥会上取得好成绩，让国歌在
赛场上奏响！

（作者李佳军为著名运动员、中
国首位短道速滑男子全能冠军）

让国歌奏响北京冬奥会

体 坛 名 人

说 奥 运

体 坛 名 人

说 奥 运

聚 焦

京 城

北京冬奥会成立协调委员会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汪涌） 瑞士当地时间2
月24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成立北京2022
年冬奥会协调委员会，曾担任 2022年冬奥会申办
城市评估委员会主席的俄罗斯籍国际奥委会委员
茹科夫被任命为协调委员会主席。北京冬奥组委
主席、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 2 月 25 日分别致函巴
赫和茹科夫，对协调委员会成立表示欢迎和感
谢，对茹科夫获任主席表示祝贺。

据悉，巴赫主席表示，“在茹科夫领导下，协
调委员会将支持北京冬奥组委进一步完善与国际
奥委会 2020议程相一致的、注重可持续性与环境
保护的冬奥规划。”

郭金龙在给巴赫的信中对他一如既往地支持
北京 2022年冬奥会筹办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相
信在茹科夫的领导下，协调委员会一定会对北京的
筹办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帮助。秉承《奥林匹
克 2020议程》的精神，通过我们与协调委员会的共
同努力，各项筹备工作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在给茹科夫的信中，郭金龙说，“您是我们的
老朋友，对中国和北京进行了多次访问，对我们
有全面的了解，尤其是对我们筹办 2022年冬奥会
的理念、愿景和计划有很深刻的认识，这无疑为
我们的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北京冬奥组委期待
着与协调委员会的友好合作。”

首都创新综合能力全国第一

本报北京电 近日，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院与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共同发布“首都科技
创新发展指数2015”。结果显示，北京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由 2010年的 1.1万美元增加到 2015年的 1.7
万美元，创新已成为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北京
的创新综合能力排名居全国首位。

据介绍，“十二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发展
指数得分从 2010 年的 79.77 分，增长到 2014 年的
88.72分，已经成为全国创新资源最集聚、创新成
果最多、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地区。具体来看，北
京科技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持续保持在
6%左右，远远高于国内其他地区，位居全国首
位。“十二五”期间，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专利
申请量、专利授权量、科技服务业增加值、中关
村示范区总收入均实现翻番。

北京正成为支撑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原动力。技术合同成交额的 70%以上辐射
到京外省市和国外，覆盖全国全部地级以上城
市 ， 对 京 外 省 市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的 支 撑 度 超 过
40%。此外，北京作为京津冀科技成果交易核心区
地位进一步强化，北京输出到津冀的技术合同成
交额增长67.7%。

外籍高层次人才在北京办理签证、入境出境、停
留居留、永久居留将越来越简便。北京市公安局近日
表示，公安部推出的20项出入境新政将于3月1日起
实施。这些措施主要针对北京创新发展中对外籍高层
次人才、归国创业的外籍华人、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和
外籍青年学生等四大类外籍人才的迫切需求，将为他
们开通永久居留“直通车”。20项新政中，部分规定
将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

此次推出的政策针对四大类外籍人才提出了有针
对性的解决方案，改革力度大、受众范围广。公安部
出入境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推出新政的主要目的
是为北京创新发展提供更为便捷的出入境环境、更为
优良的外籍人才居留待遇、更加高效的出入境服务。
此次出台的 20 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既紧密围绕服务
中关村建设，又兼顾北京打造全国科创中心普遍需
求。

据介绍，此次推出的政策将建立由市场主导、透
明简洁的就业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渠道。20 项政策
中，有 10 项政策措施系根据中关村创新发展的定
位、特点和实际需求量身打造，并在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这些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公安
部在中关村设立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窗口，并将对申
请永久居留的中关村外籍高层次人才的审批期限由
180个工作日缩短为50个工作日；对中关村市场化外

籍人才申请永久居留实施积分评估制度；对具有博士
研究生以上学历或在中关村长期创业的外籍华人提供
申请永久居留的便捷通道；允许境外高校外国学生在
中关村短期实习；允许在京高校外国留学生在中关村
进行兼职创业等。

另外10项政策系将公安部2015年7月1日起施行
的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出入境政策措施扩大至北
京全市行政区域实施。如允许工资收入和纳税达到规

定标准的外籍人员申请永久居留；对外籍高层次人才
畅通从就业居留向永久居留资格的转换机制；允许外
国留学生在我国高等院校毕业后进行创新创业活动；
允许外籍和港澳高层次人才聘雇外籍家政服务人员
等。这些政策措施在上海施行后已取得较好效果，此
次扩大到北京实施，将为北京创新发展提供更加优良
便捷的出入境软环境。

据了解，公安部中关村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大

厅将于 2016 年 3 月 1 日正式对外办公，负责为在中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就业和创新创业的外国
人，受理、审核涉及有关出入境政策措施的永久
居留、居留许可和签证的申请，发放证件，提供
咨询服务。全市其他符合此次出入境政策措施的
外国人可在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 2 号北京市出入境
接待大厅和首都机场口岸出入境办证室办理相关
业务。

钟鼓楼将“体检”备申遗
为推动中轴线申遗，已有700余年历史、始建于元朝的北

京钟鼓楼将在“十三五”期间迎来全面“体检”，目前正进行
前期规划和筹备工作。 （图片来源：北京东城微信公众号）

四类人才享福利 中关村先行先试

外籍人才永久居留有了“直通车”
贾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