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怎么做？
在治污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截污不尽、城区河道雨天污水溢流、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等。
这些问题将直接关系杭州水环境质量的稳定向好。为此，市治水办以截污纳管、雨污分流、大市政

配套、清水入城4个“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未来三年安排了千余个项目，其中，2017年计划完成293个
建设项目，下更大力气解决好污水溢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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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林水库，使城区备水能力从 1.5
天提高到 8 天；千岛湖配供水工程正顺
利施工，已完成隧洞 36 公里；余杭三白
潭应急备用水源建成；祥符水厂已提前
完成深度改造并通水运行；萧山湘湖应
急备用水源扩建工程、九溪水厂改造工
程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农村饮用水提升工程新增受益 31
万人；新建供水管网 611 公里，改造供
水管网323公里。

完成 2.51 万套节水器具、6.35 万户
“一户一表”改造，建成 1574 处雨水收
集系统，新增高效节水灌溉7.5万亩。

建成了西湖区古东社区杭州市首
个海绵公园古苑公园，完成了上城区雨
水收集利用工程、下城区朝晖公园雨水
回收项目。

记者 刘云 通讯员 朱溆君 赵治舒

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是美好生活的第一要素。
近年来，杭州推出五大门类11个重点领域改革项目，其中一项就来自于生态文明体制领域的“健全‘五水共治’体制机制”。
杭州水系发达，纵横交错，有包括钱塘江、苕溪等 3223 条乡镇以上河道，市域内总长度 14751 公里。“五水共治”就是要通过治污水、排涝

水、防洪水、保供水、抓节水，把“水”的事情齐抓共管好。
今天我们的“全面深化改革系列报道”推出第四篇，和你说说“五水共治”。

案例：和睦港
这几年，和睦港在杭州一直“大名鼎鼎”。只不过，前

几年的“名声”，是因为“黑臭”；现在，是因为“碧水清波”。
这条长 11.8 公里的河道，是京杭大运河以东片区

汇入钱塘江的排涝主通道，也是杭州东部河网的最下
游，跨越余杭、江干两区。因为众多水系汇入其中，又
流经多个城乡接合部，污水直排严重，和睦港一度成为
污水池，路过的行人捏着鼻子，住在河边的居民更是被
熏得连门窗都不敢开。2013 年“公述民评”时，和睦港
附近的居民甚至带着水样，到现场“考问”治水工作。

2015 年开始，杭州启动了为期两年左右的和睦港
治理。

第一步是最重要的截污纳管全覆盖，让整条河道
实现污水零直排，接着进行流域环境卫生大清理，优化
区域引配水⋯⋯现在，治理完工的和睦港，成功转型，
除了以前身兼的“泄洪、排涝、蓄水、引清、航运”等水道
基本功能外，现在还多了“景观、旅游、生态”等附加值。

沿河眺望，两岸是曲折通幽的游步道、郁郁葱葱的树
木，还有绿道驿站、景观亭廊、亲水平台、健身场地，已经变
成了一条景色宜人、亲水休闲的滨水景观带。

最重要的水质也变好了。
和睦港三项主要指标，和整治前相比，改善幅度都

达到 50%左右，今年以来，和睦港支流中的横一港，稳
定消除黑臭，清澈见底。

81 岁的丁大伯，住在九堡蚕桑社区，他在和睦港边
上住了大半辈子，小时候和睦港的水很清、鱼虾成群，
常下河去摸虾；后来，看着和睦港变得又黑又臭，痛惜
得不行；现在，终于又回到了以前“杨柳堤岸翠含烟，碧
湖涟漪荡香帆”的时候。

居民们觉得，和睦港已经治理得很好了。但是，市
治水办觉得这还不够。接下来，针对和睦港的水环境，
还要做长效治理，让它永远清澈。

比如，要在长河港与和睦港之间新开 1577 米的河
道，叫机场北港沟通整治工程，将在 11 月底完成；进一
步完善集镇区域的雨污分流，对截污纳管进行提升改
造；对和睦港各支流，需要复种的水生植物，全面重新
复种，让水生植物发挥最大的作用；建立水质实时动态
监测系统，加大监管力度，努力将和睦港打造成城市景
观河、生态河。

数字说话：杭州两年累计完成 71 条 460 公里垃圾
河、277 条 802 公里黑臭河、2507 个池塘沟渠等小微水
体整治，已消灭“黑河、臭河、垃圾河”；全市清淤1464万
立方米；在全市纳入监测的1845条河道中，优于V类水
质比例同比上升25%。

钱塘江成为全省 8 大流域中第一条率先全线达到
Ⅲ类的河流。西部四县（市）基本实现全域可游泳。

案例：三堡排涝工程
杭州人都知道，城区里大大小小的河流，比如东河、中河、

余杭塘河等，最后都要汇流到运河。一旦遇到暴雨时，城区河
流水位暴涨，也都是往运河里排水。等到运河水位涨起来，再
怎么排？以前的状况只有等——等水退。

因为和运河相邻的两大水域，一是钱塘江，二是杭嘉湖平
原的水系，比如太湖。钱塘江虽然近在咫尺，但平均水位有
3.5 米。而运河的平均水位 1.4 米，就算是下暴雨水位涨了，也
不会比钱塘江高。凭常识大家都知道，低处的水没办法流到
高处去，所以往钱塘江排水基本指望不上。

而杭嘉湖平原的水系，虽然水位够低，但要往那里排水的
水域太多了，比如比杭州地势更低的嘉兴、湖州地区。所以一
般只有那里的水先排到安全水位了，才轮得到杭州。

现在，杭州建了三堡排涝工程，它的最大功能，就是开放
了运河往钱塘江排水的通道。它就像一个大水泵，能把低水
位的运河水，抽送到高水位的钱塘江，再从那里排出去。

三堡排涝工程的强排能力，可以达200立方米/秒，相当于
每天可抽干1.5个西湖。有了它，可以把积起来的水“哗”一下
排出去，每年汛期的压力就会小很多。

数字说话：除了三堡排涝工程，七堡、华家、顺坝、钱江枢
纽、济民、四五等排灌站、萧山机场外围排涝工程都相继建成
投运，三年新增强排能力约510立方米/秒。

城区易淹易涝片区，已经改造了 243 处，打通 32 条断头
河，排水管道清疏1.5万公里。通过治理，城市排涝能力增强，
尤其是城西水涝改善明显，初步经受住考验。

杭州的海塘河堤加固
完成 45 公里，水库山塘除
险加固完成389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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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水防洪水

保供水

2017年怎么做？
防洪排涝一起抓，加

快工程建设，提高城市外
排蓄水能力；继续实施河
道整治、打通断头河工
程，拓展行洪排涝能力。

2017年怎么做？
加快节水器具改造、屋顶集

雨系统建设、再生水利用等；启
动低影响开发建设，建设海绵城
市，推进节水工作。

2017年怎么做？
加快千岛湖配水工程建设；

加快祥符水厂净水改造二阶段工
程；计划完成九溪水厂净水改造
主体工程；开工建设闲林水厂。

抓节水抓节水

闲林水库能供城区市民喝8天
西部四县市水质好到全部可游泳

生态文明体制领域的健全“五水共治”体制机制改革
和每个杭州人都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