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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从“一穷二白”开端
到科学化精细化调度水资源

2014年底， 随着南水北调水进京
之契机， 一个负责全市水资源统筹配
置与调度的 “中枢” 单位———北京市
水资源调度中心应运而生。 水调中心
副主任王俊文不仅是中心的元老和骨
干 ， 更是中心发展壮大的见证人 。
“以前北京市的水资源就几部分， 地表
水 、 地下水和再生水 。 南水进京后 ，
北京的水资源格局变了， 这需要更加
精细化调度管理。” 王俊文说。

作为统筹和执行全市水资源调度
保障的 “参谋部”， 调度中心成立之初
可谓 “一穷二白 ” ———没钱 、 没房 、
没人， 只有新鲜的南水蓄势待发。 中
心主任赵志新带着仅有的两三个工作
人员白手起家， 开展各项工作。 新单
位不被 “兄弟们” 了解， 新职工对调
度工作毫无头绪， 在治水矛盾发生深
刻变化、 治水思路需要调整转变的新
形势下， 老办法在新问题面前显得捉
襟见肘。

为了执行好南水调度任务， 王俊
文经常偷偷补课， 下班后整理材料已
是常态， 晚上学习也是必修课。 有一
次， 晚上十点多了， 爱人打电话打不
通， 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 慌忙地来
到单位， 推门一看， 这位中年汉子累
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爱人生气地问
他， “你这样没白没黑地干活儿， 有

啥收获啊？” 王俊文指着旁边一米多高
的一摞笔记本笑着说， “这就是我这
几年的学习成绩， 收获大大滴！”

水调中心通过日复一日的调度工
作， 支撑起庞大的城市水网。 每年年
初， 水调中心会制定全市水源调度保
障计划， 然后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个当
年的具体实施方案， 包括自来水厂用
水、 生态回补、 水源地涵养， 还有水
库调蓄等。

王俊文介绍， 南水进京后， 要优
先保障居民生活用水， 并利用调蓄工
程向大中型水库存水， 增加首都水资
源战略储备， 同时向密怀顺水源地回
补地下水。 如今， 甘甜的丹江水已经
向北京源源不断的输送了5年半， 水调
中心也不断完善了水资源调度沟通机
制 。 以 “月计划 、 周例会 、 日调度 ”
的形式全面组织开展全市水资源调度

工作， 做到了事前主动沟通协调、 事
中下达指令追踪、 事后通报小结反馈，
确保调度程序的安全有效。 截至目前，
累计发送数据短信11万余条， 为各级
领导和单位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 ，
编写完成各种水资源配置、 调度运行
及效益分析方面的情况报告、 应急预
案及保障方案100余项。

惠南庄泵站加压输水水量调整 、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停水检修 、
“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庆典以及每年春节、 国
庆、 全国 “两会”、 汛期等重大节日与
重要节点， 还包括最近振奋人心的永
定河生态补水， 水调中心都要组织协
调大规模调度保障任务， 目前类似的
重大任务调度已经有200余次。

去年，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停
水检修期间， 为保障南水与本地水源

顺利切换， 确保输水管线和水厂运行
安全稳定， 保障供水水质和居民用水
不受影响 ， 水调中心更是齐心协力 、
全员出动， 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
断地进行调度职守 ， 及时开展调研 、
巡查、 演练、 调度， 实现了首都供水
水源平稳切换、 无缝衔接。

对于这一次一次的重大调度任务，
王俊文历历在目，作为一名“水调人”，
他常常被这种“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
处使”的氛围所感动，也为自己的战友
们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王俊文说：
“水调中心正在一步步向北京市水资源
的统一调度、科学调度和精细调度的高
点迈进。每一次现场调研、每一次计划
配置、每一次调度协商、每一次效益分
析，都是带着问题去寻找答案、 带着思
路去解决困难、 带着办法去优化方案、
带着北京水务精神冲在一线！”

“首都的水资源依然紧缺。” 北京
市水务局节水办副主任张欣欣开宗明
义地向午报记者介绍， 虽然南水北调
江水进京后， 北京水资源供需矛盾得
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现阶段水资源
短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无
论是从特大城市水安全保障要求看 ，
还是从首都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
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 ‘水少’ 仍
是北京需要长期面对的基本市情水
情。” 鉴于此， 张欣欣和同事们一直致
力于推动节水工作， 不敢有一丝懈怠。

“去年， 我们刀刃向内， 自加压
力， 把全市水务系统纳入节水型机关
创建范围 ， 推进完成市级水务机关 、
企业、 局属单位及区水务局节水型机
关创建。” 张欣欣介绍说， 在2019年，
市节水办本着 “节约用水、 水务先行”
的理念， 通过采取规范细化用水管理、
不断完善用水设施、深入开展节水宣传
等一系列措施。目前，水务系统46家单
位已完成节水型单位创建。近日，市水
务局机关还顺利通过水利部考核验收。
市水务局机关人均用水量较2017年 、
2018年分别下降了9.18%和5.43%， 低
于全市机关人均用水量28.8%。

“学校是知识传播、教书育人的主

渠道，同时学校尤其是高校也是用水大
户。”张欣欣告诉记者，节水办与市教委
密切协作， 共同研究推进学校节约用
水。举办了全市高校和中小学管理人员
节水培训，到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石油
大学等20多所高校开展节水情况调研，
开展全市高校节水专项执法检查。

“我们说的节水， 不是不让大家
用水， 而是鼓励大家合理用水， 提高
水的利用效率， 养成好的节水习惯。”
张欣欣告诉记者 ， 为了达到这目的 ，
他们在节水宣传上没少花功夫。 每年，
市节水办都会组织各区利用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 城市节水宣传周、 7至9月

全社会用水高峰期等重点时段， 围绕
宣传主题， 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水宣传
活动， 营造良好的节水法治环境。

“节水好习惯能让大家在生活中
不知不觉节省下来大量用水。” 张欣欣
说， 此外， 使用节水型生活器具也是
节水好举措。 张欣欣举例说，原来马桶
水耗市场准入指标是9升水， 目前新的
市场准入指标平均冲水量是6.4升，水
效2级以上的是节水器具， 平均冲水量
小于等于5升，小挡一般是3升，在不经
意间，大量的水资源就被节约下来了。

为了进一步推广节水器具， 市节
水办联合市发改委等五部门向社会发
布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推荐名录》，
开展节水器具质量提升行动。 组织各
区进行节水器具换装， 推广水效2级以

上的高效节水器具。 2019年全年换装
了节水型生活器具10万套以上。

“北京依然属于极度缺水的城市，
但并不是说缺水了才要注意节水。即使
我们增加了南水供应，依然应该节约用
水，因为水是生命之源，生活生产和社
会进步都离不开水资源，节约用水是社
会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 张欣欣神情
严肃地说道。

去年5月， 市节水办组织城六区各
街道负责人和部分居民参观了南水
北 调 工 程 。 “看 到 34万 移 民 易 地 搬
迁 、34万个被南水 北 调 改 写 的 人生
故事后，市民代表了解了南水北调工程
的不易，大家感触都很深，南水来之不
易，大家更要珍惜，我们用好这些水，就
是对库区人民奉献的最好回报。”

张欣欣
北京市水务局节水办副主任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就是对库区人民最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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