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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废为宝 循环发展

对于 2007 年从澳大利亚回国的肖佳来说，与
“水”打交道已经成为她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场景
之一。

“我是一个环保水处理行业的创业者，每天的
工作就是研究如何治理各种类型的污水，同时实现
水资源循环利用的最大化。”肖佳说。在她看来，
节约用水和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必须受到全民重视，
这对保障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污水处理是肖佳所创办公司开展的主要业务。
她告诉记者，回国这些年，她的团队一直在致力于
污水处理方面的技术攻关，并已研发出NSCF纳米
超精细复合过滤技术和ECEA涡流电子加速技术组
合处理污水的新工艺。“我们通过深入研究污水形
成的过程，采用逆向研究的思路，把污水还原为水
分子和固形污染物。通过特殊工艺把固形物中有
毒、有害的游离态重金属，转化为无毒稳定态的化
合物。处理后的污泥可以用于绿化培植用土。”肖
佳告诉记者，语气中满是兴奋。

我国水资源缺乏的现状，让肖佳更坚定了要把
水循环利用技术继续研究、开发下去的初衷。“我
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偏低，而北京的人均水资源拥
有量又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肖佳说，要同时从
顶层设计入手，在科技节水上下工夫，推动节水技
术的发展，并为节水技术应用提供保障。肖佳认
为，节水是每一个人的事，要全民行动起来。引导
国民养成科学节水、科学用水的习惯，让更多人身
体力行，成为保护水资源的一分子。“这就要求我
们每一个人都要增强惜水、节水、护水意识，着眼
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滴水，把节水当成社会文明的
重要行为规范。”她说。

如今，肖佳率领的团队在高含油污水处理、高
难度工业污水处理、垃圾渗滤液处理等方面取得了
重要的技术突破，并申请了十多项国家专利。同
时，她的团队还开发出了一款“环保 120—应急污
水处理车”，相当于一个可以随时移动的小型污水
处理厂，使污水处理设备小型化、可移动，能够用
于突发性污水处理事件。

如何进一步推动水资源循环利用？肖佳建议，
继续大力发展“污水再生回用”。她说：“中水回用
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重点，也成为不少国家解决水
资源不足的战略性对策。目前，我们很多地区在厕
所冲洗、园林与农田灌溉、工业回用、道路保洁等
方面已开始使用中水，但比例仍偏低，中水利用的
发展潜力很大。”

“精打细算”高效节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毕业于英国兰卡斯
特大学的戎梦雅已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无人机“飞
手”。留学毕业后，她决定回乡创业。父母都是农
民，农田可以称得上是她最熟悉的地方。

作为我国重要的棉花主产地，2018年，新疆的棉
花种植面积达 2491.3 千公顷，总产量达 511.1 万吨。
与很多新疆孩子一样，戎梦雅也是在棉田边长大的。
一次陪父亲参加农机展览会的机会，让她接触到了
植保无人机，这种省水省药、高效安全的先进喷洒方
式，很快就吸引了她的目光。与传统的喷洒方式相
比，植保无人机另一个更为突出的优点，是可以在节
水方面发挥巨大效能，这一优点也使它在棉花种植
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哈密，区域内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全疆人
均水平的 1/2，水资源缺乏较为严重。缺水背后是
实实在在的经济账，拖拉机每植保一亩地，耗水量
是无人机的数倍。无人机喷洒速度快，需要相应提
高药水浓度，用水量也就随之降低，能够实现80%
左右的节水量。

2016年，戎梦雅和哥哥辗转山东、江苏等地，
终于带着一架无人机回到了哈密。在划出一块棉田
进行多番试验之后，她终于找到了最适合无人机的
药剂浓度配比。

戎家棉田里的病虫害明显减少，也吸引了邻居
上门取经，无人机植保逐渐得到了棉农们的认可。
如今，这个海归姑娘有了自己的无人机植保团队，
业务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她还“变身”讲师，进行
无人机植保使用培训，这项高效节水的喷洒技术，
很受当地棉农的青睐。“我们团队拥有了几年的植
保作业经验，未来，我们会进一步完善飞行培训。
希望能够通过一系列系统培训，引导更多农户使用
无人机植保，实现节水、增收，将更多高科技产品
引入到我们的农田中来。”戎梦雅说。

绿水青山 和谐共美

在浙江温州，温瑞塘河已成为当地居民踏青游
玩的好去处。春和景明，携家人或三五好友漫步河
畔，的确是一件妙事。

但就在几年前，被称为温州“母亲河”的温瑞
塘河却是另一番景象。水体污染问题突出，生产、
生活污水长期直排入河，河道水质日益恶化。对于
从小在塘河边长大的胡如意来说，记忆中清澈见底

的河流变得浑浊不堪，让他深感痛心。
2005年，胡如意前往英国拉夫堡大学留学，由

于并不清楚当时社区内的垃圾分类流程，社区警察
还专门到他家，跟他解释垃圾分类的相关操作。
“‘这堂课’对我而言意义深远，从那时起环保开
始走入我的生活。”胡如意对本报记者说。

留学期间，胡如意的研究方向是低碳环保技术
和可再生能源环境治理工艺。之后，他曾在英国最
大的水务公司公共事务联合集团任职 6 年，其间，
他与团队研发出了污泥反向分离技术。这项技术可
用于提升传统污泥厌氧消化的处理效率，打破了传
统污泥增浓技术的瓶颈。

2012年年底，胡如意正式以浙江省特聘专家的
身份回到家乡温州，并创立浙江竟成环保有限公
司。治理污水，掀开了他人生中新的一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3 年，浙江省综
合施策，全面开展“五水共治”（即治污水、防
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编者注），
从消灭黑臭河开始，完成整个河道的生态修复。
胡如意决定，要寻求在河里、岸上同步“做文
章”的途径，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增加河道的自净
能力。

位于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纬四浦河，是温州
市第一条通过市级验收的河道，也是胡如意回国后
环保治理的第一条河。胡如意打定主意，要干出一
个“开门红”，他给出承诺：若治理结果不能达
标，公司将不收取任何费用。

半年后，纬四浦河顺利验收，还被浙江省水利
厅评为“2013年全省优秀示范项目”，胡如意“一
炮打响”。

几年来，胡如意及其团队已承担了温州市 60
余条河道的治理工作，成为“五水共治”过程中响
当当的领军人物，而政府对于治水的重视程度之
深，也令他深有感触。“推出‘河长制’、明确领导
责任制，这五六年来治水的成就非常大，‘五水共
治’的成绩有目共睹。”胡如意感慨地说。“资源保
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随着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断
深入，全民环保参与度也在不断提高，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是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从 2017 年开始，温州市瓯海区开
展“环保管家”试点，其背后的技术支持也来自于
胡如意团队。他们为企业提供包含人工、药剂、设
备等诸多方面在内的“一站式服务”，力求实现环
保需求上的“最多跑一次”。

胡如意告诉记者，回国时之所以给公司取名为
“竟成环保”，灵感来源于 《后汉书·耿弇传》 中的
名句“有志者，事竟成”。“我们一直坚信，只要不
断努力进行技术创新，就一定可以把一湾碧水送回
到父老乡亲身旁。”胡如意说。

胡如意告诉记者，经过了几年的河道治
理，温瑞塘河已逐渐恢复往日清澈，成为当
地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图为游人正在河旁垂钓。（受访者供图）

植保无人机如今更为广泛地应用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的棉花种植当中。

（图片来自网络）

为应对突发性的污水处理事件，肖佳团队
还研发出了一款应急污水处理车，已多次在紧
急污水处理中发挥作用。 （受访者供图）

为应对突发性的污水处理事件，肖佳团队
还研发出了一款应急污水处理车，已多次在紧
急污水处理中发挥作用。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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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如至珍 守护蓝色家园滴滴如至如至珍珍 守护蓝色家园

2600多年前，被称为“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勒斯在追寻世界本原的时候，曾给
他所在的时代留下了一个浪漫的猜想——“水生万物，万物复归于水。”几十年后，
在古老的东方大国，老子在楼观台著下《道德经》，一句“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
不争”，流传千古。

水，是生命之源。江河湖海，以其广博的胸襟滋润万物、哺育生灵，川流不
息，奔腾不止。一点一滴，当知珍惜。

3月 22日，是第二十七届“世界水日”，也是第 32届“中国水周”的开始。今
年，联合国确定“世界水日”的宣传主题为“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中国水周”
活动的宣传主题为“坚持节水优先，强化水资源管理”。如何行之有效地节水、保护
我们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牵动着许多人的心，也吸引了不少海归的关注和参与。

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深耕于污水处理、河道治理等领域的海归。碧波粼
粼之间，他们寻到了施展才华的天地。

浙江温州温瑞塘河航拍景色浙江温州温瑞塘河航拍景色((来源网络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