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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因地制宜经济高效经济高效
——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治水记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治水记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道滘，地处广东省东莞市
西部，因水而名、因水而兴。独
特的水乡环境使得当地污水处
理管网曾出现了很多“断头点”，
无法顺利入户到位或者河水大
量混入污水，进而造成了集中式
污水处理设施收集不到村民产
生的污水、村民享受不到新建基
础设施带来便利的困境。

面对难题，这片为水所困
的水乡将如何破局？攻坚克难
成效如何？为地方治水带来哪
些启示？近日，在由中国报业
协会融合发展中心主办的百家
媒体调研“东莞道滘镇小河城
乡水环境治理高质量发展创新
模式”活动中，记者走进东莞市
道滘镇实地探访。

困 局

地名，像一面镜子真实地
反映着当地的人文历史、自然景
观等信息，这在道滘有鲜明的体
现。道滘，昔称到滘，又名济川，
意为“到了河川相聚的地方”。

东莞市道滘镇党委书记曾
平治介绍，道滘位于东江南支
流下游河网地带，全镇总面积
54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达
11.8平方公里，分布大小河涌
42条，外江岸线总长96公里，
是珠三角重要的水系生态区。

然而，丰富的水资源一度
给这片水乡带来污水治理的烦
恼。道滘镇副镇长叶泽明向记
者展示了一张当地水系划分
图，只见以水道为界，整个道滘
镇被分为大大小小九个片区。

片区与片区间污水如何处
理？叶泽明介绍，在分布式污
水处理站建成前，污水是经河
污水管道输送至镇中心区污水
处理厂集中处理。

2016年，由于长期水流冲
击、船舶剐蹭，覆盖在管道上的
泥沙被掏空了，整个管道漂浮起
来了。为此，道滘镇组织开展了
管道抢修，处理厂恢复“供粮”。

好景不长。2018年，过河
污水管道接口处又出现渗漏。
由于河水进入污水管道，整个
过河管道都是满水的，片区污
水无法通过污水管道进入污水
处理厂，直接溢流入河，部分河
段水质恶化甚至产生黑臭水
体，周围居民苦不堪言。

在道滘镇小河村生活了近
30年的居民温先生回忆，当时
管网时常破裂，每到维修期不
仅河道里的水体发臭难闻，村
里的河涌也是污水横流。

正当村民为此烦恼的时
候，一场围绕水生态治理的调
整计划正在酝酿。

为解决东莞特殊水乡地区
的治水难题，道滘镇政府考察
了很多项目，请教了许多专
家。经过对比和充分论证，最
终决定调整集中式污水处理模
式，采用分布式污水处理模式。

探 索

从2019年开始，道滘先后
建设了 7 座分布式污水处理
站，大幅提升道滘的污水治理
能力。其中，位于小河片区花
园式污水处理站是颇具代表的
站点。

叶泽明介绍，原来小河片
区生活污水经截污管网收集通
过提升泵站流至镇污水处理厂
处理，其中约有80米过河管横
跨水道。“这个地方的过河管道
出现问题，维修起来非常危险，
难度大，成本高。”

不过，污水处理站并非说
建就能建。

首先，就传统污水处理站
建设而言，现有的土地明显不
够用。“规划设计院认为，目前
规划的土地面积太小，至少需
要扩至目前的5倍才行，意味
着需要有 1 万平方米的土
地。”叶泽明表示，整个片区有
且仅有约2000平方米的滩涂
地可用。

建设模式的创新，让螺丝
壳里做道场成为现实。小河污
水处理站负责人赖伟鑫指出，污
水处理站创新的生态地埋建设
模式，与当地推行的地下二层至
三层入地模式相比，投资节省
40%，占地节省30%，运行费节
省20%，运维可降碳30%。

除了占地要小，建设污水
处理站还面临来自片区居民的
反对。居民印象里的污水处理
站会产生严重臭味和噪音，在
项目投票时都投了反对票。叶
泽明和同事们挨家挨户地讲解
宣传，结果还是没有1户同意。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为
打消居民顾虑，道滘镇政府组
织居民代表前往实景项目参

观，将建好的站点项目拍照，打
印出照片，送到每家每户。看
到污水处理站站点周围有公
园、绿地和娱乐设施，不少居民
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

也有居民仍在心里犯嘀
咕。“咱村的污水处理站真能建
成照片那样？”对此，道滘镇和
村民还签下了相关承诺书。最
终，小河污水处理站得以开工
建设。

在站点建设之初，道滘镇
政府就“约法三章”：一要有景
观性，不能让人看出来这是个
污水处理厂；二要有开放性，处
理站建成后上面的土地仍归村
集体所有、使用；三要有功能
性，处理站建成后要有篮球场、
羽毛球场、广场、绿道等供居民
休闲娱乐。

以上既是道滘镇政府对站
点作出的要求，也是对居民所
作出的承诺。

蝶 变

当初，道滘镇政府对居民
的承诺是否兑现？分布式污
水处理模式成效如何？日前，
记者来到位于小河村大新南
路旁边的分散式污水处理站
一探究竟。

走进地面花园，只见绿树
掩映、花开正艳，一步一景、处
处匠心，有着丰富的色彩感和
空间层次。若不经介绍，很难
想到公园之下竟藏着一座污水
处理站。

“和以前完全不同，大变样
了！”在附近散步的温先生感慨
地说道，如今小河污水处理站
的地面花园成为温先生一家经
常遛弯的地方。

在花园中央有一汪清澈见
底的鱼池。鱼池里，几株睡莲
在微风中摇曳生姿，鱼儿在水
里嬉戏。工作人员介绍，金鱼
对水质的要求很高，水质的好
坏直接影响金鱼正常的生长，
这几条是用处理站处理后尾水
饲养的金鱼，充分说明了污水
处理后的效果。

记者穿过地下通道，来到
地下一层，只见空间通畅明亮、
地面干净整洁，设备排列整
齐。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封
闭空间，也闻不到任何臭味。

小河项目施工运营方的代
表、中联环股份有限公司院士

工作站总工程师刘培勇介绍，
小河分布式生态地埋污水处理
站按照标准污水处理厂建造，
化验室、中控室、在线检测室等
设施设备一应俱全，智能控制
程度高。

目前，每天可以处理小河
片区工业、生活污水达 5000
吨，出水水质达到准四类标准，
达标处理后的出水可以进行生
态补水，用于公园绿地喷灌、道
路洒水等。

“项目所采用的GMBR技
术，有效解决了传统污水厂臭
味和噪声等二次污染问题，同
时实现生态水厂与周边环境融
为一体，提升项目周边的环境
品质。”刘培勇说。

刘培勇用五个“零”生动
地描绘了这一模式的特点：实
现与周边环境“零距离”、项目
建设“零占地”、环境影响“零
污染”、再生回用“零排放”和
污水收集“零转输”。经过３
年多的使用，污水处理效果和
环境“邻利”效应得到了群众
的一致认可。

“当时我们承诺的事情给
了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得到
了群众的信任，此后的工作越
做越顺，许多政府项目在征地
拆迁推进过程中顺利完成。”叶
泽明说。

2021年，小河污水处理站
建成后，道滘的水环境质量在
东莞市评比中名列前茅。成绩
的背后，正是道滘镇探索出了
适宜自身环境整治、污水处理
的恰当路径。

启 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深
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坚持精
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

2022年12月，中国共产党
广东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广东省
委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
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的决定》。其中提到，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大力度
推进农村污水治理。

当下，探索镇村水环境高
质量发展的解决方式有着重要
意义。东莞道滘治水模式又能
为东莞市、广东省乃至国内其
他区域治水带来哪些新思路？

“小型的分布式污水处理
站，是东莞市水污染治理体系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东莞市环
保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管鑫介
绍，从2015年、2016年起，东
莞引入了分布式（分散式）污
水处理模式，东莞全市的污水
管网从 1200 公里增加到了
1.48万公里，基本补齐了全市
的污水处理缺口。目前东莞
已经建成超过180座分布式污
水处理站。

住建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
中心评估推广处处长梁洋表
示，东莞市道滘镇取得了明显
成效，为城乡污水资源化利用
提供了一个样板，具有一定的
示范作用。希望能够全面总结
经验，提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模式，为推动城乡污水资源
化利用提供支撑。

在清华大学中国城市研究
院研究员何伟嘉看来，当城市
面临旧城更新、新区分片分区
分组团实施建设、城市向外部
城乡接合部扩张发展、流域内
河道水系众多且存在较重污染
或污染隐患、水资源匮乏等情
况时，采用分布式污水收集处
理系统，较集中式处理系统优
势将更为突出和明显。

何伟嘉提醒，智慧云管控
平台系统的建设至关重要。系
统既能保障多站点智慧监控和
可靠运维，还可完整实现政府
监管、企业运维、公众监督等多
重目标。此举从根本上解决了
以往分散式污水处理站点建设
易、运维难、代价高、不稳定等
弊端，监督运营的效果，保障和
持续改进运营状态，不断提升
节能降耗水平，实时直观的监
督检查和信息汇总，大大简化
了监管流程和难度，为按效付
费和激励企业不断革新和优化
创造了依托平台。

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小河污水处理站外景。
道滘镇宣传教育办公室提供

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夏日河面风光。陈德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