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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污水零直排”
完成61个小区雨污分流“回头看”

近日，区治水办、生态环境局江北
分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来到
宁波市社会福利院，实地察看福利院总
投资530万元，日处理能力达到500立方
米的污水处理系统项目。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项目目前
正处于试运行期间，出水水质符合省
人民政府发布的 《城镇污水处理厂主
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要求，相关部
门就污水处理管理运作情况进行交流
研讨。

民生为上，治水为要。“污水零直
排”建设是一项长期、动态的系统工
程。多年来，我区对照省市要求，扫清
零直排工作的盲点，积极督促非我区管
辖的企事业部队等单位开展“污水零直
排”工作。该项目的顺利投用，给我区

“污水零直排”全域创建工作带来更多的
启示和鼓励。

从去年开始，我区深入开展排水管
网整治提升“三年行动计划”，计划投入
3.8亿元资金，对全区排水设施进行全面
检测、清淤、修复和改造。对照“污水
全收集、管网全覆盖、雨污全分流、排
水全许可、村庄全治理”的目标，查漏
补缺，对城区已完成的 61个小区雨污分
流项目组织“回头看”，多措并举力争创
建全域省级“污水零直排”。

“目前从‘污水零直排’工作推进情
况和现状看，非区内管辖的企事业单
位、部队等建筑物的‘污水零直排’工
作成为一个难点。区内各相关部门积极
发挥作用，加大沟通力度，取得了一定
工作成效。”区治水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0年，我区投入2000多万元为宁波大
学建造每日处理污水 3000立方米的临时
污水处理终端，缓解了宁波大学校园内
污水入河的情况，并探索中水回用补充
校园内河道。去年，我区再次对接协调
宁波大学相关部门，争取学校安排近
1600万元资金用于校园部分校区污水管
网系统的排查和修复。

除此之外，我区治水办还积极对
接区内驻军部队，积极协商和开展部
队营区“污水零直排”工作，争取得
到部队的支持，目前相关部队正开展
前期排摸和资金测算。区内已初步安
排好部队办公场地、场站、家属区等
三个场所污水管网系统建设的 2000 万
元资金，逐步推动营区污水零直排项
目全覆盖。

近日，我区智慧河长监管平台正式
上线。通过该平台，河长可通过手机微
信、手机 App、电脑端上传河湖问题治
理的最新情况，在平台上实现问题处理
数据闭环。我区正逐步完善“一张图+
遥感影像+巡查App+无人机+问题整改
督办”的河湖督查体系。

据了解，我区智慧河长监管平台是

依托宁波市河湖长制管理信息系统与
“北斗+AI遥感”智慧河长监管项目的数
据资源，根据区内涉水监管业务建立的
一套智慧化管理系统，是构建我区“空
天地一体化”河湖遥感监测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平台中包含总览、水质监
测、问题管理、河道管理、排口管理和

“污水零直排”六大功能板块。

值得一提的是，平台内设置的水质
监测地图集成卫星遥感反演、无人机遥
感反演、无人船走航监测、实验室检测
等多源水质数据，从“点-线-面”多视
角呈现河道水质健康状态，同时方便各
级河长利用地图功能详细查询其管辖河
道历史水质信息，形成了一套河湖问题

“发现-上报-移送-处置-确认”的线上
闭环流转与河湖问题全生命周期管理体
系。

“依托北斗+遥感技术，我区已建立起
‘卫星巡查、无人机详查、现场核查’立
体化的河湖巡查机制，这大大提升了发
现问题、处置问题的效率。我们针对涉
河问题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问题管理模
块整合市平台下发问题、遥感巡检成果
和河长巡河数据，配套开发了智慧河长
业务系统小程序端，设置了分配、处
理、审核、结案等处置节点，建立并留
存每一个涉河问题从发现到完成处置的
档案信息，提升了河道巡查效率和质
量，进一步督促完成涉河涉水问题整
治。通过平台的数据分析，我们也能更
精准掌握区内每一条河道长期存在的问
题，及时制定相应措施进行处理。”区
治水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区正逐步完
善河湖督查体系，努力开启“科技治
水”的新篇章。

“科技治水”再升级
守护全域河道水质

加大“治水”宣传
常态化开展河道水质提升工作

春节期间，市民姜女士和家人在达
人村游玩时，正当她准备把矿泉水瓶扔
掉时，一旁的女儿提醒她：没有喝完的
水可以倒进储水桶，用来灌溉景区的农
作物。

喝剩的矿泉水看似微不足道，但若
每人节约“半瓶水”，却也能积少成多、
聚沙成塔。设立储水桶、收集半瓶水，
是达人村响应市“光瓶行动”推出的一
项创新之举。“景区日常的种植、养殖项
目正好需要水，游客没有喝完的水正好
可以进行二次利用。”达人村景区相关负
责人说，这项活动春节期间开展以来，
受到广大游客的积极参与，景区还因势
利导，联动开展了“拧紧水龙头”“节水
有奖”等活动。

为了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
活理念，进一步擦亮“在宁波，看见文
明中国”金名片，市文明办、市机关事
务局在全市发起“光瓶行动”，引导广大
市民养成节约用水，“带走半瓶水”的好
习惯。今年春节长假，我区的景区景
点、酒店民宿等旅游企业积极响应相关
部门的号召，创新方式方法，大力推广

“光瓶行动”。
在区内的一些星级酒店，“带走半瓶

水、节约不浪费”“倡导小瓶水、喝完不
浪费”等倡导“光瓶行动”宣传标语随
处可见；客房里，免费提供的大瓶装矿
泉水换成了小瓶装，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光瓶行动”
的落地落实，需要社会各界通力合作，需
要每一位市民不断增强节约用水意识，自
觉养成“尽量喝完每一瓶水”的行为习
惯，从而形成浓厚的节约饮用水资源的社
会氛围，致力于将“光瓶行动”打造成为
文明城市的一张金名片。

另一边，春节期间的河道清洁也离不
开河道保洁员们辛勤工作。为了守护一方
水环境，他们放弃春节与亲人团聚的宝贵
时光，像往常一样身穿黄马甲、手持蓝网
兜，驾一叶扁舟穿梭水上，用勤劳的双手
让自己负责的河道过了个干净美丽的春
节。

初六上午 8 点，翠柏河码头寒风凛
冽。刚完成第一轮河道作业的河道保洁员
们在码头简单吃了口早饭后，又开着保洁
船回到各自的保洁河道了。水面打捞是个
体力活，工作看似简单，却需要反复作
业。因此，肩膀和手臂酸疼是常态。而连

日来的低温天气又给他们的打捞工作带来
了很大挑战。在狭小的保洁船上，人只能
直立打捞或者径直坐下开船，腿部和脚无
法活动，所以腿脚成了他们全身最冷的部
位。为了抵御寒冷，这些保洁员们通常都
会穿上两三条毛裤和厚保暖鞋开展保洁工
作。

内河保洁员方海荣告诉记者，与前些
年相比，市民的素质已经有了明显提升。
如今，水面上没有了烟花爆竹燃放后的残
留物，但难免有一些被风吹落的树叶和极
少数游客丢弃的垃圾。

“我们自己负责的河道，一天从早到
晚，要来回七八趟。”方海荣说，自己辛
苦一点没什么关系，不过他希望这份工作
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大家共同加入到保
护河道的行列中来，把共同生活的家园变
得更整洁美丽。

据悉，我区核心区内河共有17条，河
段长度约 20 公里，水域面积 30 余万平
方米。春节假日期间，14名保洁工人通过
轮班制的方式进行不间断巡回动态保洁，
以此保证河道保洁的正常运行。

去年以来，区内各相关部门持续组织
“五水共治”（河长制）“六进”基层公益
宣传，在全区重要道路、小区设置路牌公
益广告、灯箱广告79处，通过电信、移动
向辖区居民群发治水宣传信息60万条，向
村（社区）居民、老年大学学生、中小学
分发宣传折页、宣传海报、宣传纪念品等
资料 30多万份，成立百人“鹤发巡河团”
开展宣讲活动。在去年的“五水共治”幸
福感测评期间，发放入户宣传品医用外科
口罩 120 万只。同时，广泛开展媒体宣
传，开设“江北五水共治”微信公众号，
强化微信宣传力度。

“除了常态化开展河道保洁与河长巡
河外，区内相关部门围绕重点河道，按
照补水活水、生态修复、内源治理，恢
复河道健康生态等目标，根据全市工作
部署，实施清水环通工程。目前，邵家
河生态示范河道、青林河闸泵工程已完
工，宁大东河包家河整治工程、西大河
区域局部微循环工程、洋市中心河泵站
工程已处于施工状态，这些工程建设完
成后，不仅能缓解汛期时城区内涝压
力，还可以增加城区水网生态调水量，
提高生态环境换水频率，有效提升了辖
区河道的水体流动性，改善河道水质。”
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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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百姓之所愿，是人民共有的财富，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我区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围绕“和美江北”建设目标，以河长制和“污水零直排区”建设为

抓手，突出冬春季水环境攻坚治理，统筹推进，将数字化改革成果融入实施“五水共治”。通过深化源头治理与流域治理，
区内水环境质量得到巩固提升，全区国控、省控、市控、县控四级断面平均水质全部达到水环境功能区标准。

绘就水清河畅生态江北

慈城护城河“清水绕古城”。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河道保洁员正在打捞河面垃圾。李嘉伟 摄

河长根据平台提供的河道问题点位，到现场进行处置。李嘉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