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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水荒”：长三角之痛

姚润丰

3 月 8 日报道：“小桥、流水、人家……”是人们心目中江南水乡的印象。然而，记者近日随节水中国行中央新闻采访团在

浙、沪、苏地区采访时了解到，这个雨量充沛、河网纵横的长三角地区却一片“喊渴”：经济列车高速运转的背后是“供水危

机”的警报频频拉响。

江南水乡闹“水荒”

水利部副部长翟浩辉日前向记者介绍了他在苏南地区调研时听到的“民声”：“现在腰包鼓了，楼房新了，但水黑了，病

多了，心里害怕了。”记者的实地采访印证了部长的真实之听并非夸张：

上海市去年对 16 条河道的水质情况进行了一次评价。结果显示，仅 14%的河道水质优于 3类，但主要集中在崇明岛地区。

22%的河道水质仍为 5类，还有 40%多的劣 5类河水。 “我们的内河水质太差，长江来水偏少东海咸潮频发，四面环水的上海可

饮用的水源实在太少了！”坐拥长江、黄浦江两条大河，上海市水务局副局长沈依云却发出这样的感慨。

江苏、浙江的水资源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江苏省水利厅副厅长陆桂华介绍，江苏的水资源量只为全国人均的六分之一，而

70%以上的河道湖泊污染严重，南京、无锡、徐州、南通等地的城市河流污染严重，河水发黑发臭，鱼虾绝迹。浙江省水利厅副

厅长章国方表示，浙江的人均水资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杭嘉湖及宁绍地区经济发达，耕地占全省近一半，但水资源却只占全

省的四分之一不到，而且河网与部分河流水污染正在加剧。

长三角地区的水资源紧缺程度也许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最有发言权。“太湖流域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仅为 177 亿立方米，

而流域用水量已达 316 亿立方米，供需缺口很大。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用水总量还将进一步增加，水乡势必

需要从外大量调水。”太湖局副局长叶寿仁十分担忧地说。

治污就是最大的节水

“长三角水脉所系的太湖流域不缺水，缺的是好水，多的是污水！”叶寿仁说，由于水污染严重，太湖流域整体的水环境

承载能力弱，水生态环境堪忧。目前，太湖流域河流水质全年综合评价为 1至 3类水的河长，仅占总河长的 10.3%，超标河长达

到 89.7%；太湖 70%的水体已富营养化。

由于污染严重，上海、嘉兴、无锡等大中城市主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都得不到有效保障，水质型缺水十分普遍。2005 年，

太湖全流域工业和生活废污水排放量已经超过 60 亿吨，而平均处理率仅为 40%。“太湖流域去年的人均 GDP 达到了 6000 美元的

同时，人均分摊的污水也达到了 132 吨。”叶寿仁说出这个统计数据时有些无奈。

据专家介绍，一般情况下，每使用 1吨生活和工业用水，就要排出 0.7 至 0.8 吨的污水。

“水质型缺水问题的解决，根本途径在于水污染防治，治污就是最大的节水！”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章国方这样坚定地感慨，

对于南方丰水地区，节水工作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污染，而防污治污更能增加可用水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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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水资源司副司长程晓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方丰水地区一定要把节水和防污有机结合起来，要统筹考虑水资源

承载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统筹考虑用水总量控制与排污总量控制，通过制定主要河流的最低生态流量，划定水功能区，明

确各功能区纳污能力，核定并严格控制主要排污口水质与水量。

谁为长三角“解渴”

11 月 16 日凌晨 5时，袭击上海的今年第四次咸潮结束，连续四天四夜奋战在供水一线的上海市水务局供水处处长陈远鸣终

于松了口气：“上海的水资源形势太严峻了，现在最高日供水量达到 1001 万立方米，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使水资源和水环‘逼’

到了难以承载的地步。”

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摆脱缺水这一“卡脖子”似的困境？张家港市委书记黄钦接受记者采访时无意间提到了一个词：招商

选资。原来，在过去的两年中，张家港市本着发展高技术、低污染、低水耗产业的原则，共劝阻拒批“两高两低”项目 300 多

项目，其中有一个意向投资达百亿元的高耗水化工项目就被“拒之门外”。

“量水而行”“量水发展”。记者采访过程中欣喜地看到，整个长三角地区因缺水带来了观念上的巨大转变。如今，从上

海到苏州，从义乌到张家港，政府部门都在仔细盘算着“水账”，在大力推行节约用水，实行严格的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

制度外，所进行的开发利用项目必须从水资源承载能力的角度上“量体裁衣” 。如，作为首个国家节水县级试点城市的张家港

市目前所有新建项目的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率、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率均达到 100%。

叶寿仁说，解决长三角地区水质型缺水问题治污是根本，保护是关键，节水是前提，应大力推进节水防污型社会的建设，

提高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在维护生态和环境最为基本的水资源需求的基础上，转变人们

的水意识，严格控制高耗水工业及第三产业用水量，提高中水回用率和工业用水重复率，充分利用水价对市场的调节机制，提

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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