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

了／解／知／识／杨／浦／的／第／一／窗／口了／解／知／识／杨／浦／的／第／一／窗／口

2013年

第32期（总第1348期）

3月23日
农历癸巳年二月十二

关爱水资源 关爱我自己

■记者 张维维 文/摄

本报讯“关爱水资源，关爱我自己”，由上海水资源保护基
金会、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上海市志
愿者协会联合发起的“世界水日”主题活动在五角场下沉式广
场举行。来自全市的百名志愿者走上街头，向广大市民宣传

“第21届世界水日”、“第26届中国水周”的相关理念。同时现
场还开展了为甘肃庆阳环县水资源援建项目募捐活动。

水是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和不可替
代的重要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但现代社会的人口增长、工农
业生产活动和城市化的急剧发展，对有限的水资源及水环境产
生了巨大的冲击。在全球范围内，水质的污染、需水量的迅速
增加以及部门间竞争性开发所导致的不合理利用，使水资源进
一步短缺，水环境更加恶化，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威
胁着人类的福祉。

据悉，1993年1月18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将每
年的3月22日定为“世界水日”，此后各国政府除了在平时日常
生活和工作中不断推动对水资源进行综合性统筹规划和管理，
加强水资源保护，解决日益严峻的缺水问题。同时也在3月22
日当天通过多种表现形式，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公
众节水、爱水、护水的意识。

专家视点
今年我国纪念“世界水日”和“中

国水周”活动的主题是“节约保护水
资源，大力建设生态文明”。当前，公
众对于确保饮水安全，遏制水污染，
破解用水短缺等问题非常关注。

400多个城市“喊渴”
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

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水情。目前，我
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2100立方米，是
世界平均水平的 28％。缺水已成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据统计，
我国每年缺水500多亿立方米，600多
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喊渴”。

据了解，北方地区缺水原因可概
括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南方地区
缺水主要是季节性干旱，污染加剧；
西南地区缺水因为水低田高、用水困
难。同时，人为因素不可小视，我国
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比较粗放，单方
水 GDP 产出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
分之一，全国每年农业灌溉取用水量
中，未有效利用的水量相当于几条
黄河。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
化高速发展阶段，城市生活用水需求
呈刚性增长趋势，水质恶化尚未根本
控制，按现有用水水平粗略推算，到
2030 年我国将逼近水资源可利用量
的最大值。

严格管水，刻不容缓。2011 年，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实行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确立并落实水资源
管理“三条红线”。2012年，国务院发
布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的意见，进行全面部署。

今后将加快水利设施建设，建立
和完善水资源监控系统，将“三条红
线”指标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综合
评价体系，对执行不力的地方追究责
任。同时，将对大中型灌区、高用水
工业企业、生活服务业用水单位等进
行重点监控，开展入河排污口审批等
专项检查，完善水价形成机制，将节
水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
全过程。

饮用水源地受污染威胁
当前，日趋加剧的水污染对人类

生存安全构成威胁。据水利部统计，
2011 年全国废污水的排放总量达到
807 亿吨，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仅为
46.4％，丧失利用价值的劣Ⅴ类水质
河长占总评价河长的 17％。值得注
意的是，城乡饮用水水源地受到污染
威胁，全国目前仍有超过1亿的农村
人口喝不上干净水。

201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确立了
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拉起水功
能区水资源保护的“高压线”。

要真正使“高压线”带电，必须
在严格监管、控制入河湖排污总量
等方面加大力度。必须重新从严核
定水域纳污容量，建立水功能区水质
达标评价体系，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在继续做好农业截污的同时，重点加
强工业污染源控制，提高城市污水处
理率。

水源地保护直接关系群众饮水
安全。各地要依法划定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开展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
保障达标建设。禁止在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对已设置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
拆除。加快实施全国城市饮用水水
源地安全保障规划和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规划。加强水土流失治理，完善
饮用水水源地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
立备用水源。

“地下空城”敲响警钟
近年来，随着我国用水需求不断

增加，地下水开采量大幅增加。2011
年，全国地下水开采量达1109亿立方
米，占全国总供水量的18.4％。全国
66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以地下水为
主要水源。华北地区地下水供水量
占总供水量一半以上。

大规模开采地下水，使得很多地
方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并引发地面沉
降、海水入侵、荒漠化等一系列生态环
境问题。地下水污染日益引人关注。

要保证地下水可持续开发利用，
必须实行总量和水位双控制。尽快
划定并公布地下水禁采区、限采区范
围。加快建立全国性多功能多层次
的监测系统，抓紧编制并实施全国地
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及南水北调东
中线受水区、地面沉降区、海水入侵
区地下水压采方案，并完善管理监督
考核等各项制度。

雨洪补给、地下水回灌、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是今后地下水涵养和修
复超采区的主要措施。在超采较为
严重的地区，要关闭城区自备井，开
展地下水回灌，寻找地表水替代水
源；在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加
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增加植被覆盖
率和地下水补给。要加强对地面污
染源的监管和地表水水质保护，防止
地下水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