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家调查

主编：王栋梁 见习编辑：王亚楠 美编：康永红 版式：朱永娜 校对：刘天保

A052019年10月15日 星期二

从长远来看，郑州市城
市供水存在水资源指标缺
口大，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突出问题。

根据郑州市政府发布
的《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行 动 纲 要 (2017-2035
年)》，2020年主城区规划人
口 500 万人，需水量预测
188.7 万立方米/日。因管
网瓶颈问题，当前设计供水
能力虽为177万立方米/日，
但实际供水能力仅为150
多万立方米/日，与2020年
预计用水需求存在30多万
立方米/日的缺口。

据了解，为了应对这一
形势，目前郑州市正在加快
推进桥南水厂、龙湖水厂的
建设步伐。

当前，在“以水定城、以
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新的城市规划发展理念
下，水资源的命脉性、决定
性地位日益凸显。为保障
郑州市的城市供水水源安
全，支撑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不少人士呼吁：省级层
面应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
理，对水资源指标进行统筹
配置，解决集约利用度偏低
的问题。

河南省水利厅南水北
调工程管理处处长雷淮平
接受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
者采访时说，郑州市每年的
南水指标为5.4亿立方米，
近几年，通过水权交易，调整
增加了1.22亿立方米（新郑、
登封分别用了南阳的指标

0.8亿立方米、0.2亿立方米，
新密用了平顶山的指标0.22
亿立方米），两者相加，郑州
市每年使用南水已经达到
6.62亿立方米。随着郑州进
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行列，
对水的需求越来越大。

“由于受经济、人口等
因素的影响，目前，除郑州
市外，河南省其他省辖市的
南水指标尚有少量富余。”
雷淮平说。

在用水指标上，今后会
不会向郑州倾斜？

雷淮平透露，河南省水
利厅党组高度重视，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如何充分
利用南水，支持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最大限度地满
足用水需求。

（上接A04版）

建设调蓄工程 引入新水源
破解用水之困需创新供水机制

“从长远计，郑州市急需
建设调蓄池等大型储水设
施。”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企划部主任张垚说。

以郑州市刘湾水厂为例，
2014年 7月，当时刘湾水厂
建成但南水北调还未通水，
而郑州市南部水压低集中爆
发。紧急关头，来自尖岗水
库的应急水水源，开始给刘
湾水厂输水。去年10月 10
日，南水北调21号门泵站出
现供电故障，无法向刘湾水
厂输水，应急水系再次启
动。而今年 5月中旬以来，
来自南水北调的原水减少，
郑州市再次紧急启动预案，
调动应急水系水源向刘湾水
厂补水。

由此可见，类似于尖岗水
库这样的储备水源，重要性不
言而喻。

早在2005年，郑州市就
拥有常庄水库、尖岗水库两个
备用水源，蓄水量达3000万
m3以上；石佛沉沙池、花园口
调蓄池中也存有450万m3的
水。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发
生重大污染事件，郑州市可以
迅速启用备用水源，保证供水
50天。而到了2018年，这个
水量只够用28天。

“如今，郑州市区基本实
现了丹江水全覆盖，然而，丹
江水只能用不能留。”张垚说，
为了供水安全，建设调蓄工程
势在必行。

雷淮平说，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的初衷，是给沿途城镇提
供补充水源、替补水源，如今

“替补变主力”，供水保障率需
要大大提升。再说，南水北调
输水干渠就像人一样，高负荷
运行久了也得体检，进行保养
维修。在这种情况下，作为

“线性工程”、“直肠子工程”的
南水北调，要补其短板，建设
调蓄工程十分必要。

据悉，河南高度重视南水
北调调蓄工程论证、规划和建
设，多次向国家有关部委建
议，同时纳入了河南省《十三
五南水北调专项规划》和《南
水北调水资源综合利用专项
规划》，规划了8座新建调蓄
工程和一批配套工程调蓄池，
以及与7座既有水库的连通
工程。

据了解，目前水利部正在
开展调蓄工程论证、规划、选
址工作，初步在河南选择了三
处。其中新郑观音寺调蓄工
程，库容达1亿立方米，前期
工作正加快推进。

【工程】把水留下，进行调蓄

在业内人士看来，建设调
蓄工程是切实可行的办法，但
要从根本上解决郑州的供水
问题，需要打造供水安全体
系，让供水能力远远领先于实
际供水需求，而引入新水源则
是国内很多城市的普遍做法。

据悉，深圳的水源来自东
江，如今深圳又实施了西江饮
水工程，供水能力达到了每天
600万立方米。像上海，在保
证正常供水的情况下，又在长
江入海口的长兴岛上，建了一
个76平方公里的青草沙水源
地，大大提高供水能力。杭州
一直用钱塘江的水为水源，如
今又建了一条200多公里的
管道，把千岛湖的水调过来。
兰州在现有供水格局下，又从
刘家峡水库饮水，距离达200
多公里。

这些城市都是在水源充
足的情况下，从长远供水安全
考虑，开始引入新水源，从而
做到了水库成环，多库连调。
而郑州的水源，除了黄河、南
水之外，还没有第三水源。一
旦有个“风吹草动”，就会十分
被动。

令人欣慰的是，2018年
11月 15日河南省政府发布
的《关于实施四水同治加快
推进新时代水利现代化的意

见》提出，“建设陆浑水库—
郑州西水东引工程，开展小
浪底水库向郑州输水研究，
支撑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这一切都令人期待，但
需要一个过程。

南水向郑州倾斜、建设
大型调蓄工程、引入第三水
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些措施有望逐渐实现。而对
于郑州市来说，目前共有7家
供水运营主体，由于市场行业
集中度低、管理水平不一、利益
诉求的多元化，给城市供水发
展带来不少问题：各供水运营
主体间的水厂管网缺乏联通，
应急保障能力差；部分区域自
批自建，未实现“一张蓝图绘
到底”；同业竞争造成局部地
区投资浪费，产能过剩。这一
切都意味着，完善、创新现有
体制机制，同样迫在眉睫。

据了解，目前郑州市已经
启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2018-2035），而水源则是
最基础的问题。只有从全局
和战略的高度谋划，按照“世
界眼光、国际标准、郑州特色”
做好整体规划，从根本上解决
水资源配置瓶颈，做到“规划
一张图，建设一盘棋，基础设
施服务一张网”，才能为城市
的长远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

【未来】引新水源，创新体制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支
持郑州用水？梦想需要多
长时间才能照进现实？

雷淮平说，一是支持
郑州市现阶段尽可能通过
水权交易增加南水指标；
二是结合各地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分析、预测受水
区至 2035 年水量消纳情
况，对个别地市水量指标有
富余的，进行统一安排调
整，重点支持郑州。“如果个
别地方的用水指标常年富
余，而且也不愿意通过水权
交易支援其他地方用水，时
间久了，我们会考虑收回用
水指标。”

据悉，自2014年南水
北调通水以来，河南省受水

区域、受益人口逐步提高，
供水范围覆盖11个省辖市
市区和40个县(市)的80个
水厂、引丹灌区、6个调蓄
水库及20条河流，受益人
口近2000万人。工程的经
济、社会、生态效益同步发
挥，有效保证了居民用水，
改善了生态环境，缓解了受
水区水资源短缺的困局，对
河南经济转型发展起到了
巨大的支撑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
意识到南水的优良品质，所
以，越来越多的地方申请使
用南水。

据悉，不在原规划受水
区的驻马店，通过水权交
易，每年取得了0.4亿立方

米。如今，开封市，南阳内
乡，平顶山汝州、舞钢，周口
淮阳、项城、沈丘，郑州高新
区、经开区、白沙组团、新郑
龙湖，新乡“四县一区”，安
阳西部等地也申请使用南
水。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目
前，这些新增用水项目都在
加紧进行前期工作，而对于
河南省来说，则意味着扩大
供水范围，而且是适度扩
大，毕竟全省的南水指标有
限。等这些新增供水目标
建成后，河南省南水北调水
量指标也将不再出现富
余。届时，在省级层面上，
即便想让郑州用更多的南
水，也将心有余而力不足。

【调配】统筹配置，支持郑州

【趋势】申请增多，富余不再

对于郑州用水之困，不少人士呼吁加强全省水资源管理，进行统筹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