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清岸绿“治”中来系列报道三

义蓬：全域推进 多管齐下 让每一滴污水都有归处
■文/叶晨璐卢佳杰

在义蓬的土地，密布的水网孕育出了无限生机：大大小小的河流纵横交错，小而美的

池塘、水渠静静流淌，无数的生命之源奔涌在这个田园城市的角角落落。而在点缀出自然

之美的同时，庞大的水体数量，复杂的水质情况，也对义蓬的水域治理工作提出了挑战。

问渠哪得清如许，“五水共治”活水来。一直以来，义蓬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都将环境

建设作为推进街道高质量发展、为百姓创造幸福生活的重要

任务。如何让街道水环境更加舒适宜人，让所有百姓享受水

清岸绿的美景？汩汩流动的河水、风光秀美的池塘、妥善处

理的农污水……这是义蓬交出的答卷。

《水清岸绿“治”中来》系列报道第三期，我们将走进义蓬

污水治理建设过程，感受深埋地下的管网是如何在普通百姓

看不见的地方守护义蓬环境，感受在科技助力下，农污水智

慧治理是如何“一键”变废为宝，为普通百姓的生活增添幸福

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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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改造 农村污水再优化

持续推进 集镇范围零直排

漫步于火星村的美丽田园，打
开“零直排村智慧管家App”，点击

“设备列表”，开启橘园浇灌设备，
干净的水源就通过滴灌设备，一点
一滴精准滋润了每棵橘子树。难
以想象这样的“甘露”是由农户家
的生活污水转变而来。智慧治理，
一键灌溉，这是义蓬街道农村污水
零直排建设带来的最新成果，也是
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项智慧灌溉系统是在实现
达标水多次利用的基础上更进一
步，可以动动手指，灵活智能地调
配灌溉范围和水量。除了一键滴
灌，这套系统还能准确提供当地每
小时的降水量、湿度、风力等一系
列农业数据，并根据时节信息推算
出的最佳灌溉时间，方便工作人员
进行操作。同时，实时监控也让处
理后可用达标水液位清晰可见，土
壤水分及当日浇灌量等数据一目
了然。

“目前，我们只对5号池进行
了零直排改造试点，该池的日均处
理水量在50吨左右。接下来，我
们计划将逐步推进其他6只终端
的改造。”火星村村干部这么说
道。到那时，火星村日处理量达
350吨的生活污水，都将摇身一变，
在“火星”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据街道工作人员介绍，早在2016年底，
火星村就已完成截污纳管626户，入户率达
100%，这项污水零直排智慧灌溉系统，就
是在此基础上建设的，处于全街道领先地
位。“接下来，我们还将以‘污水全收集，雨污
全分流，处理全达标，资源全利用，监管全智
慧’为目标，持续推进全街道污水零直排建
设。”义蓬街道工作人员这样说道。

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因地
制宜、高效环保地处理在发展中不断加
码的污水是一个课题。作为污水处理
的第一道防线，街道的基层污水处理建
设为整个处理流程奠定了基础，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

2020年，义蓬集镇区污水零直排
工程通过验收，创建区域达2.5平方公
里，累计投入约4700万元，60个完成
创建的排水单位涵盖了生活小区、建筑
工地、商业楼宇、学校医院等各大场景，
把污水治理把控在源头。

据街道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成功完
成该项工程离不开扎实的准备。街道
聘请了专业的第三方机构，系统全
面地对区域内所有排水单位情
况、地下管网情况、排口整治情
况等进行了排查，得出四表一
图原始信息档案，并以此为
底，进行具体设计。

义蓬街道集镇区范围的
污水零直排工程仍在持续建设
当中。今年，老旧小区盛都苑
的雨污分离工程将作为小区整体

提升改造的一部分，在本月底正式进
场。该工程将把雨水

管道和生活污水
分开为两个系统
进 行 分 类 处
理，惠及小区
400 余 户 居
民，在设计阶
段得到了业
委会和物业
的大力支持。

“等这个项目完

成，大雨天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用担
心车库里雨水倒灌了。”盛都苑业委会
的成员这样说道。

“零直排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效
的管理办法。”工作人员介绍道。目前，
义蓬街道有一支专业运维队伍定期对
已建成的街管网系统进行清理、维护。
同时，根据谋划好的污水零直排长效管
理机制，各科室提前介入各分管排水单
元的工程建设过程中，督促相关业主提
升责任主体意识，保证污水零直排建设
长效良好运转。

和集镇区块的处理方式不同，基于
实际条件，义蓬街道现阶段在农村地区
推广使用污水处理终端对农村生活污
水进行达标处理。根据村民住房的地
理分布，集中10余户到100余户农户分
别配备有不同效率的处理终端，根据接
入户数的不同，日处理量从20吨到70
吨不等。

如今，距离上一批污水处理终端投
入使用已经过去近5年。据街道工作
人员介绍，其中一些设备已经老化，同
时，不断更新的环保要求，也使这些终
端面临淘汰的局面。“因此，我们逐步开
始对这些农污水处理终端进行提升改
造。”在去年，义蓬街道已经对7个终端
进行了试点提升，并计划在今年对22

个农污水终端进行提升改造，总投资约
1200余万元，预计年底可全面完成，目
前正在前期准备过程中。

据了解，提升改造后的终端将采
用A2O或MABR技术，充分利用科
技的手段，对农村生活污水进行深入
处理。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的计算，经
过新终端处理后的排放水至少将会

达到农污水二级，甚至一级的标准，
完全可以用于农业灌溉。这也是义
蓬街道本次农污水处理终端提升的
一个重点。“我们将添置一个终水回
用池，接入相应管网，把处理好的水
用于公厕卫生或者绿化灌溉，实现水
资源的多次利用，保护环境。”街道工
作人员这样说道。 火星村智慧滴灌

◀春光村农污水处理终端
▲火星村终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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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从哪里来，我们都是钱
塘人。’在钱塘这片向潮而立、历经
变革的土地上，我们张开双臂，拥抱
来自海内外的创业者、科学家、蓝
领、白领，让大家在此追逐梦想、逐
浪钱塘。”这是杭州钱塘科学城管理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曹冲锋同志，在

“我们都是钱塘人”圆桌会上的肺腑
之言。他的一席话，说出了来自五
湖四海逐梦人的心声，传递了当前
钱塘区上下正在热议的“我们都是
钱塘人”大讨论的声音。由此，我们
看到，自钱塘设区以来，越来越多的
人涌向钱塘，追逐梦想。他们或作
为创业者，或作为建设者，一同为建
设“智涌钱塘·现代星城”添砖加
瓦。而“我们都是钱塘人”大讨论是
钱塘设区后覆盖全区范围的一场思
想大交流，情感大融合；是破除与发
展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思维定势，
进一步开辟发展新境界的思想大解
放；是在新起点上实现新跨越，“钱

塘永续繁华”的精神动力。
“不管你从哪里来，我们都是钱

塘人”体现了钱塘江“纳百川”的气
度。“钱塘”是一方热土，从潮来水汪
汪、潮退白茫茫的不毛之地，到堤外
浪滚滚、堤内金粮仓的滩涂垦区，从
厂房林立、道路宽阔的工业园区，到
人才不断涌入、环境更加宜居的城市
新区，它如磁铁般地牢牢吸引着创业
者、建设者的眼光。大家怀揣“钱塘
好梦”从世界各地相聚于此，前来追
梦圆梦。为此，钱塘欢迎您！不管你
从哪里来，进了钱塘门，就是一家
人。在这片热土上，我们都拥有一个
共同的身份标签——“钱塘人”，即

“我们都是钱塘人”。我们虽不生于
此，却将逐浪钱塘，奋斗于此，成就于
此，将在这里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和
伟大梦想。

“不管你从哪里来，我们都是钱
塘人”彰显了钱塘江“纳百川”文化。
钱塘发轫于围垦，锻造于经济开发区

和原大江东。钱塘人从骨子里有一
种散发出来的精神血脉，那便是“奔
竞不息、逐浪潮头”的潮涌文化，“战
天斗地、敢为人先”的围垦文化，“大
气开放、兼容并蓄”的移民文化，“心
怀梦想、艰苦拼搏”的创业文化。这
是我们钱塘区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是一批又一批“老开发区人”和大江
东人前赴后继、钱江弄潮的心血结
晶，更将是“不管你从哪里来，我们都
是钱塘人”的奋斗者文化。我们虽来
自天南海北，拥有背景不一的乡土文
化，但却在这片创业者、建设者的事
业沃土上，自觉地融入了包容开放的

“钱塘文化”，实现了“我们都是钱塘
人”的思想大交流，情感大融合。

“不管你从哪里来，我们都是钱
塘人”凸显了钱塘江“纳百川”海量。
这要求我们以钱塘文化的自信，实现

“人”的融合，并拥有完整的认同感、
归属感。为此，作为产业平台，要深
化服务助企的意识，加强帮扶结对的

组织建设，把“为企业解难题”的理念
走深走实，实实在在地提升企业的归
属感。作为钱塘区的干部，要立足

“钱塘”，恪守“我们都是钱塘人”的格
局站位，始终保持服务为民的使命
感、尽心履职的责任感、时不我待的
紧迫感，让谋定就干、干就干好成为
工作常态，带着深厚的为民情怀投身
于这片热土的发展，自觉强化责任担
当、为企业、群众打造“归家感”，实现

“来钱塘、留钱塘、爱钱塘”的参与感
和幸福感。

新时代，建设“钱塘”是一场“新
的围垦”。我们要在这张恢弘蓝图
上“再造一个杭州工业”“再造一个
科创大走廊”，这同样需要“钱塘文
化”的浸润、影响、推动，以形成积厚
成势、蓄力跃升的良好态势。同时，
以“十年磨一剑”的韧性和激情，为
成就“智涌钱塘·现代星城”的神圣
使命，我们义无反顾。因为“我们都
是钱塘人”。

书写担当 追梦热土
□特约评论员 顾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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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区自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以来，下沙街道立足“钱塘门户
星城客厅”的目标定位，以党建引领各
项工作，把“需求清单”化为“履职清
单”，将“被动工作”变为“主动工作”，
把群众的“关键小事”，当作街道的“心
头事”，利用党建联盟这个“小助手”，
真正解决实践问题，发挥巨大能量（详
见本报2021年9月13日第2版）。

目前，钱塘区一批人民群众日常
生活中的“操心事”“揪心事”被妥善
解决，特别是街道聚沙党建联盟街社
两级共吸纳160余家共建单位，党建
阵地不断扩大的同时逐步下沉，丰富

“毛细血管”，“沉入式街社”建设效果
不断得到验证，这些创新开全国之先
河，在下沙街道，很多高层住宅小区
普遍采用楼顶水塔或地下水箱等储
水设备进行储水、供水。水塔或水箱
没有定期清洗，再加上供水设施水管
老化，造成水压低，水质黄等现象，严
重影响水质的卫生安全。在13355工
作法指引下，新建高标准的二次供水
设施，建立完善二次供水水质监管体
系，并对原有老化、漏损严重、布置不
合理的二次供水管网进行全面改造、
更新管网布局，让全区人民群众喝上
安全、干净、甘甜之水。这一系列新
招实招硬招，招招见效、样样管用，实
现了民生“大事”“要事”“难事”高效
处置改革探索的良性互动、有机结
合，打通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

“堵点”消除”了“痛点”，让钱塘区居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高，也为其他地方

“我为群众办实事”树立了学习标杆。
把准社区居民的急事、难事、愁事、盼事，从最简单

的、最细微的日常生活问题作为突破口，坚持问题导
向，着力于完善制度、深化改革、提升服务百姓生活质
量，努力破解服务钱塘区社区居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提升服务钱塘区社区居民能力，就是实实在在地做好

“为人民服务”。事实上，关注社区民生小事就是积跬
步、聚涓流，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跃升。下沙街道这
种因地制宜、因事施策，以敢闯敢试的精神，见“微”知
著、细致入“微”，让钱塘区“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更加
精准地对接顶层设计，使一项项为社区居民办实事“小
创新”“小服务”抽枝发芽，最终由点及面、开花结果，彰
显出钱塘区职能部门大智慧。在此要为钱塘区下沙街
道的创新点赞。

毋庸置凝，探索关注为民服务的民生问题，就是要
坚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从改善破解
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痛点、堵点的细微处着手，在满
足社区居民福祉的关键处使劲，激发起职能部门党员干
部的改革热情，构建起党员干部干事试错、宽容失败的
容错机制，把准社区居民民生需求，解决社区居民“大
事”“要事”“难事”，加快钱塘区数字赋能，形成合力破解
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痛点、堵点的良好局面，不断提
升钱塘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过个“廉节”

中秋、国庆两节将至，佳节是考验干部
作风的重要窗口——越是关键的时间节
点，越是“四风”最容易反弹的时刻，我们越
要把好节日廉洁关，以身作则反“四风”、树
新风。广大党员干部要把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和实施细则精神作为检验“四个意识”的
重要标尺，时刻管好自己的心不贪不占，管
好自己的手不拿不要，管好自己的腿不跑
不送，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陈鑫怡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