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全世界缺水的报道集
中起来，都不足以描述北京的
水危机。”这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资源所所长王浩对北京缺水
状况的看法。

据北京市水务局公开消息，
北京用水总量约36亿立方米，
其中7.5亿立方米是再生水，用
水缺口保守统计在11亿立方米
左右，人均水量不到100立方米，
远远低于人均500立方米的国际
极度缺水标准。作为资源型重
度缺水特大城市，北京市已把水
资源保护与管理作为一项重要
任务。

市民行动

生活在北京这样一个严重
缺水的超大城市，但日常生活中
的缺水现象表现并不明显。北
京缺水，地处北方、降水稀少，这
种自然因素固然有之，但北京人
口增长过快，用水浪费现象严
重，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据统计，北京市人均生活用
水量210升/日，远高于全球每日
人均约170升的用水量。为了让
市民养成节水意识，北京市坚持
教育先行，将水情教育作为中小
学教育和公务员培训的重要内
容。

3月 22日，在“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来临之前，北京市水
务局、水利部水情教育中心和中
国水利学会还专门举办了宣传
活动，面向社会公众零距离开展
水情教育宣传。据了解，北京市
水情教育内容，包括普及国情水
情、水政策、水法规、水常识、水
科技、水文化等。其目的是让市
民们亲身感受到节水的重要性，
增强自觉保护水资源、爱护水环
境的良好意识。

与此同时，北京市各区政府
和行业主管部门在推进节水工
作“进机关、进部队、进乡村、进
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
活动中，计划建设一批节水教育
基地。这一系列活动的目的，就
是为了营造节约用水的良好氛
围，使节约用水成为每个单位、每
个家庭、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在政府、NGO和媒体的努
力下，缺水问题已经越来越为多
数北京市民所知道，也不断有市
民加入节水行列。

南水北调“解渴”

市民的水危机感不强，或许
跟北京原本不是一个缺水城市
有关。

据了解，北京城原本非缺水
城市。因为当时泉水多需要修

水库防洪，20世纪60年代建成
的密云水库，及其后建设的84
座水库，主要目的都是防洪。

时至今日，泉水消失，河水
枯竭，湖泊萎缩，湿地干涸。北
京目前用水中，40%为地下水，
60%为地表水。自1999年以来，
北京已连续14年干旱，地下水
位持续下降，平均每年下降90
厘米，地下水已严重超采，包括
永定河在内的北京依托的21条
主要河流都全部断流。

这个曾经河湖遍地的地方，
成为严重缺水的城市。因防洪
而建的水库，功能已由防洪变成
了蓄水，给城市供水。

为了保证首都的用水，2002
年启动的南水北调工程把北京
视为重要的水资源输入城市。
2008年，南水北调工程北京段就
已建成，开始从河北省4座水库
调水，以解燃眉之急。

2014年10月，南水北调中
线通水，北京市民用上了千里之
外，跨越湖北、河南、河北引来的
丹江口水库里的水。

南水北调通水一年有余。
今年年初，北京市南水北调办表
示，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通州支线
和通州水厂正在加紧建设，预计
6月底之前通州水厂将具备通水
条件，一期工程供水规模为20
万立方米/日。

届时，通州地区居民将喝上
“南水”，位于通州新城的北京行
政副中心也被纳入南水北调供
水范围，将获得供水保障。

在南水北调的框架下，北京
市已做好了南水北调的后续规
划，即实现中心城区和平原区的
新城都能有本地水和外调水源
的双重水源。其最终目标是保
证北京城能“坐拥”多元化的水
源保障。

政策布局

随着人口的增长，北京市水
资源紧张局势早在20世纪末就
显示出来，并得到了重视，相继
出台了系列政策法规，保护水资
源。早在1987年，北京就曾颁布
《北京市中水设施建设管理试行
办法》，由于种种原因，中水使用
的情况并不十分理想。

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
资源，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
益，适应首都建设发展的需要，
北京市于1992年制定了《北京市
水资源管理条例》。该《条例》提
出，要实行计划用水，厉行节约
用水，限制耗水量大的工业、农
业和其他建设项目的发展等系
列要求。

20多年来，水资源形势发生
了巨大变化，政策也随之调整了

不少。今年3月9日，北京市出
台了《关于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
建设的意见》，对全市的水资源
管理进行了全面布局。

北京市一方面从城市规划、
土地规划、功能区规划等战略角
度，对全市工业用水、农业用水、
生活用水、生态用水进行了严格
的控制，并专门成立了城市节水
办公室解决节水问题。

对于工业、建筑工程、公共
服务、特殊用水、农业用水、园
林绿化等重点用水领域，北京
市专门作出了规定。根据该意
见，到2020年，北京要实现节水
法规、标准和政策保障体系更
加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更加
健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全
面完成，社会节水意识显著提
高，用水总量控制更加严格，用
水效率大幅提升，主要节水指
标全国领先，部分指标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在全国率先全面
建成节水型社会。

对于严重缺水的北京而言，
未来将会如何？《人民日报》报道
称，北京市要“解渴”，需要开源，
更要节流，且未来水资源仍然紧
缺。解决这一难题，除了上述政
策之外，节水技术与节水意识的
重要性，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
视。这也是发达国家解决缺水问
题的宝贵经验。（民主与法制网）

好水北京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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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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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是我
国目前唯一经检测符合国家标
准的天然富硒富锶矿泉水水源
地。”近日，中国矿联天然矿泉水
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廖雷在恩施
硒之泉矿泉水有限公司“稀世
宝”矿泉水投产仪式上透露，“稀
世宝”天然矿泉水的开发填补了
国内天然富硒富锶矿泉水的空
白。

建始县地处神奇的北纬
30?，位于有“世界硒都”之称的
恩施州，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县境内硒资源出露面积近
480平方公里，是国内连片面积
最大、平均硒水平含量最高的富
硒生物圈，有“富硒王国”之称。
据检验报告显示，“稀世宝”矿泉
水水源地位于鄂西富硒矿床的
中心地带，除含有钾、镁等离子
外，水源地硒、锶含量均达到国
家富硒富锶标准，为世界绝无仅
有的富硒、富锶矿泉水资源。

据悉，恩施硒之泉矿泉水有
限公司正是利用建始县天然富
硒富锶矿泉水水源地，生产“稀
世宝”天然矿泉水。该公司完成
了生产基地建设等各项工作，第
一期固定资产投资超过2亿元，
“稀世宝”天然矿泉水年生产能
力达到15万吨，预计产值达12
亿元，实现利税5000万元以上。

廖雷表示，水是生命之源，
饮用水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
费者对饮用水不仅要求安全，而
且越来越重视饮用水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硒有抗氧化功能，可
以增强人体免疫力。锶也是对
人体有益的元素之一。长期饮
用天然富硒富锶矿泉水对人体
健康会有积极的作用。常话说，
饮水思源。廖雷呼吁，人们在利
用开发天然矿泉水的同时，更要
积极保护水源地，让水源地永远
造福子孙后代。

本报讯 凌应敏 近日，一场别
开生面的桶装水行业“破局之旅”
大讨论在京城喜士达饮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喜士”）七周年庆典
上拉开帷幕。

北京市矿业协会矿泉水委员
会秘书长李平、燕京啤酒股份有限
公司矿泉水厂厂长齐宝才，以及北
京桶装水行业代表、水店代表等
200余人参加庆典。

来自桶装水行业的各品牌厂
家代表、互联网企业代表、水站代
表在庆典中深入探讨了桶装水行
业的发展趋势，以及“互联网+”对
传统桶装水行业的影响等，引起了
大家的共鸣。会上，水店代表在发
言中提出倡议，建议4月的最后一
个周末为“送水工日”，得到了与会
代表的认可和见证。

本报讯 张勇 近日，北京
市环境保护局发布《2015年北
京市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
示，2015年本市主要污染物排
放进一步削减，大气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地表水和声环境质
量稳中有进，辐射环境质量保

持正常，如期完成“十二五”环
保规划各项指标。北京浅层地
下水超过国家三类水占比在
40%~50%之间，好于全国平均
水平，未出现“超八成地下水不
能饮用”情况。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地表水环境方面，本市集
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水质符
合国家饮用水源水质标准。其
中水库水质较好，湖泊水质次
之，河流水质相对较差。湖泊
富营养化现象有所好转，未出
现重度富营养。

北京市地下水好于全国水平建始富硒矿泉水“稀世宝”“硒”望无限
□ 范志勇

“喜士”七周年庆 探讨桶装水行业“破局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