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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今天是“世界

水日”，也是“中国

水周”的首日，各地

纷纷开展相应活

动，提高公众珍惜

和保护水资源的意

识。5月 日起，我

国首部节约用水行

政法规《节约用水

条例》将正式实施。

上海曾经做过

一项调查，什么样

的节水宣传语最深

入人心？不少市民

选择的是“节约用

水，从我做起”。节

约用水，很多人首

先想到的就是关紧

水龙头，事实上，我

们可以做的还有许

多，比如：漂洗衣服

的水，可以用来冲

厕所；淘米的水，可

以用来刷锅、刷盘

子……一水多用、

合理用水，就存在

于我们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面。

“管”住点滴浪

费 ，不 仅 是 在 家

中。不少人在家非

常注重节约用水，

一旦到了社会上往

往会忽略这一点。

曾经有人统计过一

个人在不同地方的

用水状况，发现用

水量排在前三位的是旅馆、单

位、学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节约用水的态度和习惯应保持

一致。即将实施的《节约用水

条例》细化了节水措施，将行之

有效的经验做法转化为制度规

范，将有力规范和引导全社会

的节水行为。

节约用水除了要做好“减

法”，也要善于利用水循环的

“加法”。比如，申城一个小区

的垃圾箱房设有雨水收集口，

收集的雨水经过滤槽流入收集

箱，作为“鱼菜共生”池和冲洗

垃圾箱房的水，全年可以节约

用水  . 吨。有关部门在推进

绿色社区建设中，可以充分发

挥社区在家庭等社会网络中的

纽带作用，深度挖掘水循环潜

力，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

水是宝贵的资源。通过大

力宣传并推动节水理念、节水

方法、节水窍门进入千家万户，

可以营造全社会“节水、惜水、

爱水”的浓厚氛围，助力上海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

雨污混接危害环境
雨污混接，一般是指雨水、污

水分流制地区的雨水、污水管道连

通，或雨水、污水分流制的雨水、污

水管道与相邻的雨水、污水合流制

管道连通，造成一个排水管道内既

有污水又有雨水的现象。

雨污混接后，一方面会使污水

管道被雨水“鸠占鹊巢”，导致污水

管网超负荷运行，影响污水管道的

输送能力，造成污水冒溢、路面积

水、窨井盖移位等安全隐患；另一

方面会使污水通过雨水管直排河

道，影响河道水质。

上海是以分流制排水为主、合

流制排水为辅的城市，除中心城区

约有123平方公里65个排水系统

区域为合流制地区外，其余地区均

为分流制地区。在分流制地区，分

别设置了污水和雨水两个独立的

排水管道系统，生活污水、餐饮废

水、工业污水等污水通过污水管道

收集后，输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

理，水质达到排放标准后再排入河

道，以防止河道污染；雨水则通过

雨水管道收集后直接排入河道。

源头分为五种类型
排摸发现，在城市快速发展过

程中，有的地方因历史原因，存在

雨水、污水管道混接或错接现象；

有的老旧小区居民将洗衣机放置

在阳台，造成雨污混接、直排河道。

根据混接源头，雨污混接主要

分为以下5种类型：市政混接、企

事业单位混接、沿街商户混接、住

宅小区混接和其他混接。

为有效解决雨污混接对上海

水环境的影响，2015年起，上海连

续开展了两轮分流制地区雨污混

接整治工作，共发现并改造市政、

企事业单位、沿街商户、住宅小区

等各类混接2.5万余个，其中住宅

小区6300余个。通过整治，上海

污水收集效能有效提升，河道水质

明显改善。

不过，调研发现，部分区域仍

然存在雨污混接调查不到位、整治

不彻底等问题，排水管道内的外水

入侵现象较为严重，防汛泵站排水

污染等问题也较突出。

建立排水用户清单
前不久，《上海市雨污混接普

查和整治工作方案》正式签发。自

此，上海全面启动雨污混接普查和

整治工作。

本轮普查和整治以城镇公共

排水管道、纳入城镇污水系统的农

污管道和排水用户为普查对象，全

面开展雨污混接（含外水入侵）普

查和整治。

普查中，将建立排水用户清单

并进行用户出口全覆盖核查，确保

问题排查更全面。排查整治工作

完成后，将开展整治成果核验、评

估及达标验收，确保问题整治更彻

底，并建立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

制，逐步实现排水用户、排水分区

“双达标”，不断提高污水收集处理

效能，推动上海城市水环境质量不

断巩固提升，进一步提升市民的获

得感。

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工作全

面启动后，上海市雨污混接普查整

治党建领航行动于昨天启动。仪

式上，中心城区雨污混接普查整治

党建联盟正式成立，上海市雨污混

接普查队获授旗，一批市民代表受

聘成为雨污混接普查整治宣传员。

同日，由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

队牵头，联合松江区水务局、松江区

洞泾镇人民政府，以“雨污分流‘改’

出幸福河湖”为主题，分别开设群

众专场和专业场，开展雨污混接普

查和整治普法贯宣活动。现场，市

水务局执法总队对部分雨污混接

普查整治主体进行普法，用举例的

方式重点阐述了违法排水行为的

法律后果，以及分流制地区雨污混

接对河道水环境的污染与危害。

治理需要全民参与
本轮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工

作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综合治理、

源头治理，需要全民参与。

■ 企事业单位 要对内部排

水设施进行维护和管理，不得将污

水排入雨水管网；对存在雨污混接

问题的，开展内部设施排查并落实

整改；对存在外水入侵问题的，加

强内部设施检测修复或改造；明确

内部排水设施运维责任人，落实专

业运维单位，定期开展排水设施养

护，建立运维档案。

■ 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
业 要规范住宅装饰装修活动，加

强管理，做好住宅小区内部巡查，

及时发现并制止业主私拉乱接等

不规范排水行为；协调指导相关责

任人对小区内部私拉乱接等问题

限期整改落实；委托专业运维单位

定期开展排水设施养护，建立运维

档案。

■ 市民 可以从自身做起，平

时不向雨水口倾倒垃圾或污水，装

修时不私自改接排水管道，阳台洗

衣废水不要接入雨水立管，不破坏

公共排水设施。如果发现混接行

为，可以通过12345热线或“上海

水务有奖举报小程序”等举报，督

促相关单位或个人进行整改。

本报记者 杨玉红

水美社区，水美村庄。今天是第三十二届“世界水日”，上午，

金山区山阳镇在汇龙湖公园开展“水美金山 ·行”骑行活动，志愿者

们一边骑行，一边巡查汇龙湖周边环境，并在湖边捡拾垃圾，向市

民游客开展爱河护水宣传，进一步倡导绿色出行新风尚，营造全民

护水、爱水的浓厚氛围。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今天上

午，记者从上海市纪念第三十二届

“世界水日”、第三十七届“中国水周”

暨上海市“水美村庄”“水美社区”建

设推进会上获悉，今年，上海水务部

门将推进曹杨环浜等10个“水美社

区”与20个“水美村庄”建设。

“水美村庄”和“水美社区”分别

以乡村振兴示范村内老百姓居住的

村庄段河道、建成区范围内河湖及

其周边滨水空间为建设重点，通过

选择低碳、绿色、自然、生态的治理

模式和措施，处理好自然恢复与人

工修复的关系，打造水质优良、岸绿

景美、人水和谐的人居环境。这是

将生态清洁小流域、新城绿环建设、

滨水空间贯通、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等融入百姓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

也是将水环境提升全面融入城市建

设的重要举措。

与传统河道整治不一样的是，

“水美村庄”“水美社区”的建设，重点

在于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坚持自然

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加强河湖

原有生态环境的复苏，注重整体效

应。其中，“水美村庄”的建设，要重

点结合生态清洁小流域和乡村振兴

示范村建设，水域岸线同治，集中连

片推进，使河湖生态环境与所在村的

整体风貌相得益彰，农村环境更加宜

居宜业宜游；“水美社区”的建设，要

注重与周边城市环境的和谐统一，有

效提升区域自然生态功能。

据悉，未来3年，上海计划建成

约50个“水美村庄”样本、30个“水

美社区”样本。

案例

花开环浜 ·水美曹杨
普陀区曹杨新村是上海今年试

点推进创建的  个“水美社区”之

一。环绕新村的曹杨环浜是一条

 .  公里长的环形封闭河道，周围

楼房林立，居住着十多万居民，人口

密度和建筑密度极高，曾经有一段

时间水污染问题较为严重，自  世

纪  年代以来，有关部门对曹杨环

浜实施了一系列综合整治工程，环

浜整体环境得到改善。据悉，水务

部门通过合理引入水生动植物，有

效控制入河污染负荷，为河道构建

了健康稳定的“水下森林”生态系

统，使河水水质提升到Ⅱ类水标准，

形成了“花开环浜 · 水美曹杨”的美

好意象，获得了上海市民“家门口的

好去处”美誉。

水质优良 岸绿景美 人水和谐
申城今年建设10个“水美社区”20个“水美村庄”

水美社区 全民护水

一张用户清单确保排水“双达标”
上海全面启动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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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到来之际，记者从
上海市水务局获悉，随着《上海市雨污混接普查
和整治工作方案》签发，上海全面启动雨污混接
普查和整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