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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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7日， 南水北调
中线一期工程通水进京迎来9周
年。 截至目前， 北京已累计使用
“南水” 超93亿立方米， 全市直
接受益人口超过1500万。 9年来，
滔滔 “南水” 沿千里长渠一路北
上， 翻山越岭、 涌入京华， 大大
缓解了首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形
势 ， 提高了城市供水的安全保
障， 增加了水资源战略储备， 有
力支撑了区域生态环境和经济社
会发展， 使首都市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南水” 来
水安全保障全面提升

2023年10月，以“南水”为水
源的丰台河西第三水厂（一期）正
式投产运行，新增日供水能力6万
立方米。至此，全市共有14座水厂
接纳南水北调水， 持续将优质可
靠的“江水”输送到千家万户。

据了解 ， 在93亿进京 “南
水” 中， 有63亿立方米主要用于
居民生活用水 ， 约占进京 “南
水” 总量的七成， 全市主要自来
水厂基本实现双水源供水。 “今
年我们进一步提高了城市生产生
活利用引江水的比例， 城区供水
安全系数提升至1.3， 夏季高温
时日用南水量最高值突破340万

立方米。” 市水资源调度管理事
务中心副主任王俊文说。 当前，
南水北调水已成为保障北京城市
用水需求的主力水源。

有了 “南水” 的支撑， 首都
战略水资源储备也更有信心。 9
年来 ， 北京累计向大宁调蓄水
库、 怀柔水库、 密云水库、 十三
陵水库、 亦庄调节池存蓄水量约
8亿立方米。 其中密云水库累计
存蓄超过5亿立方米， 怀柔水库
存蓄约1亿立方米， 大大加强了
北京地区水资源的战略储备。

与此同时， 本市地下水超采
情况得到了有效控制， 通过综合
实施“控、管、节、调、换、补”治理
措施，全市平原区地下水位连续8
年累计回升10.64米 ， 增加储量
54.5亿立方米； 密云水库蓄水量
快速恢复并稳定在30亿立方米左
右，2021年最大蓄水量35.79亿立
方米，创建库以来新高；再生水年
利用量超过12亿立方米……当
前， 本市已初步构建起南水北调
水、本地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
等多源共济的水源保障格局， 首
都水安全保障体系全面提升。

护碧水
一环不松一刻不停

“南水” 从丹江口水库一路

向北， 从北京西南方向进京， 一
部分经过西四环暗涵工程流入团
城湖调节池； 另外一部分通过南
干渠工程、 东干渠工程、 亦庄调
节池工程、 通州支线工程等配套
工程， 将 “南水” 送到北京的东
部、 南部、 城市副中心等区域，
经水厂加工后， 通过供水管网把
水送到千家万户。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途均
设置了自动监测和移动监测设
备， 可以实时掌控水质情况， 仅
北京市内就有34个监测断面。 一
旦发现异常， 我们会立即进行处
置， 切换本地水源， 确保取水安
全。” 北京南水北调环线管理处
运行管理科王艳告诉记者， “自
‘南水’ 进京以来， 未出现过水
质异常情况。” “南水” 进京后
均采用地下管道， 实行全封闭输
水， 沿线采取 “人防+技防” 的
方式， 全力做好水质保护工作。

但管道深埋地下， 看不见、
摸不着， 给日常运行管理增加了
不小难度。 据了解， 工程设计者
们提前在沿线布置了压力计、 流
量计、 水位计、 应力计、 渗压计
等专业仪表， 分布在工程沿线的
几十处断面， 不断监测管道运行
数据。 这些数据最终都会传输到
环线管理处的调度大厅， 调度人
员24小时值守监测， 并对5700余

个数据每日进行定时对比分析，
如发现异常， 立即排查、 分析、
处置。

在输水管道上方， 任何一处
违规施工、 非法侵占的行为， 都
是影响输水安全的大事。 “我们
每天派出44名巡检人员， 分11个
班组， 对128.12公里的管线开展
巡查检查， 发现并制止管道上方
私自钻探 、 开挖施工等行为 。”
环线管理处东干线管理所所长艾
超坤介绍。

由于管道上方环境复杂， 没
有专门的巡查道路， 巡查人员大
多需要徒步到公园里、 小区旁、
立交桥、 铁路桥区查看管道上方
情况 ， 有时需要穿过齐腰的野
草、 灌木丛， 有时还要与多方进
行沟通协调。 “在保南水、 守护
北京水安全这条道路上， 我们一
环不敢松、 一刻不敢停。” 环线
管理处副主任曹海深说。

用好水
最大限度珍惜 “南水”

9年来， 本市深入贯彻落实
“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 系统治
理、 两手发力” 治水思路和 “以
水定城、 以水定地、 以水定人、
以水定产” 原则要求， 坚持 “先
节水后调水， 先治污后通水， 先

环保后用水”， 始终把节水、 治
污、 保水放在首位， 最大限度珍
惜用好南水北调水。

北京市强化水资源对城市规
划建设的刚性约束， 根据水资源
承载能力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产
业结构 、 人口规模 ， 颁布实施
《北京市节水条例》， 全市16个区
全部建成节水型区， 万元地区生
产总值和万元地区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等节水指标持续位居全国前
列。 同时， 坚持溯源治理、 系统
治理和综合整治， 接续实施四个
城乡水环境治理三年行动， 持续
加强水生态空间管控， 全市地下
水超采、 水生态环境退化等突出
问题得到有力遏制， 很多河流、
湖库成为鸟类迁徙的驿站和栖息
的乐园， 河湖健康和生物多样性
水平大幅提升。

一泓清水， 穿行千里， 滋润
着京华大地。 北京水务部门将加
快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
“用足南水北调中线， 开辟东线，
打通西部应急通道， 加强北部水
源保护 ” 的首都水资源保障格
局， 积极推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
高质量发展， 持续巩固提升南水
北调对口协作支持成果， 与水源
地人民一道护水保水 、 共谋发
展， 确保 “一渠清水永续北送，
滔滔江水润泽京华”。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陈艺/摄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进京9周年

在世园公园万花广场上， 11
万株麦穗形彩灯打造出了一大
片金黄 “麦田”， “麦田” 灯光
可形成各种造型， 铺就“麦浪 ”
景观 。 这片 “麦田 ” 占地约 1
万平方米， “麦浪” 层层叠叠，
游客徜徉其中 ， 宛若置身于户
外广袤的田野上。

日前 ， 世园公园举办第二
届花灯艺术节， 打造了236组大
型特色花灯、 3000米花灯长廊、
20万盏花灯 。 今年特别推出科
技彩灯区， 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其中11万株麦穗灯通过电子编
程技术 ， 让 ‘麦田 ’ 灯光可形
成各种造型 ， 游人步入其间 ，
仿佛置身丰收的 ‘麦田’， 令人
耳目一新。” 世园文旅公司工程
部王进介绍。

据了解， 这11万株麦穗灯是
工作人员一株株 “种” 进去的。
“我们做了好几种方案， 测算麦
穗灯插入土中的间距和深浅 。”
为此次灯光节打造科技灯区域
的良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聂兆利介绍。 12月初， 正
是北京最冷的季节 ， 低气温使
土地变得坚硬 ， 人工挖坑 “种
植 ” 的想法不易实现 。 经过反
复试验 ， 最终工作人员在一块
钢板上焊了多根钢钉 ， 制作成
压孔模版 ， 用钩机将模版压进
土里形成一个个小坑 ， 再人工
将麦穗灯一根根插进去 。 记者
了解到， 这11万株麦穗灯， 70多
个工人花了半个月时间才 “种
好”。

“从最开始的平整土地 ，
到管线铺设 、 压孔 、 ‘插秧 ’、
接线， 最后反复调试灯光效果。
整个麦田灯亮起来那一刻 ， 让
我们感觉到麦子 ‘丰收 ’ 了 。”
聂兆利告诉记者。

科技与传统碰撞 ， 让花灯
汇聚新意 。 北京世园公司经营
管理部负责人柳彦表示 ， 今后
会将更多的科技元素和传统灯
光巧妙融合 ， 让游客在灯会游
园中 ， 体验到传统年味中的科
技新亮点。

近日， 由丰台区组织的 “慧
聚英才·筑梦丰台” 专场双选招
聘会在北京汽车博物馆举行， 吸
引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
京中心、 中建六局、 华电科工等
近百家优质重点企事业单位参
与， 涵盖人工智能、 电子加工、
材料制造等多个行业门类， 为高
校应届毕业生提供全方位就业服
务。 来自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
学、 北京理工大学、 香港大学、
墨尔本大学以及河北、 天津等地
的20余所院校超过300名优秀大
学生参加招聘求职。

12月底的北京正值深冬， 但
汽车博物馆内却是一片热火朝天
的求职场景。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
动， 学生们仔细浏览招聘信息，
向心仪的岗位投递简历， 找寻合
适的工作机会。 用人单位耐心地
向学生介绍企业情况 、 岗位需
求、 待遇保障和职业发展路径，
向优秀青年人才伸出橄榄枝。

此外， 招聘会现场还设置了
创新创业咨询服务台， 邀请丰台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级
职业指导师到场， 为青年人才提
供职业发展规划、 简历诊断、 创
业指导等多项服务， 受到到场学

生的一致好评。
近年来 ， 丰台区陆续发布

“京津冀人才区域协同发展机会
清单” “北京市丰台区英才选聘
计划”， 先后开展了 “丰泽计划”
“欢迎学子回家” 等一系列招才
引智活动， 吸引更多人才了解丰
台、 关注丰台、 留在丰台。 下一
步 ， 丰台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开
端， 积极为更多驻区重点企事业
单位拓宽聚才引智渠道， 为广大
人才来丰台创业兴业搭建广阔舞
台， 为丰台区加快实现高质量倍
增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智力支
撑。

□本报记者 余翠平 通讯员 张倩

9年超93亿立方米“南水”润泽京华

人工“种植”11万株麦穗灯打造最美花灯节

智能化用餐服务体验、 失
智友好社区建设服务区、 辅具租
赁……近日， 在西城区广外街道
红居街4号楼， 1137平方米的美
意延年综合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
用， 为周边老人带来个性化为老
服务。

美意延年综合服务中心共两
层， 进入一层大厅， 前台可为居
民提供社区便民服务、 政务一体
机自助服务。 中部设有中央厨房
及社区餐厅， 面积达400平方米，
周边居民可在此享用一日三餐。
开业首日， 就有不少老人前来打
卡。 “很划算， 我点了三菜一汤
才花了20元。” 吃着排骨、 喝着

热汤， 居民王女士夸起了新开的
服务中心。

记者了解到， 这里日均可提
供1000份老年餐， 餐厅中央厨房
采用5星级厨房标准建设， 保障
餐饮安全。 现场售卖区引入智能
化技术， 居民打完餐后进行AI智
能结算 ， 通过刷脸即可完成支
付。 同时还可为周边老人提供送
餐上门服务， 子女或老人通过手
机小程序即可实时点餐。

通过电梯上到二层， 布置温
馨、 宽敞的社区活动场地方便周
边老人参与日常文化娱乐活动，
大厅配备了智慧养老及居家照护
体验厅， 其中还设置了适老化改

造及辅具租赁服务区， 可为有需
求的家庭提供适老化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 相比于一般
的养老服务中心， 这里还设有失
智友好社区建设服务区， 未来将
定期开展培训， 指导家庭预防、
干预及照护失智老人， 降低家庭
负担，提高失智老人生活质量。此
外，二层还设有托育中心，可提供
0至3岁幼儿托育服务、7至12岁儿
童托管服务， 逐步构建 “一老一
小”、双龄共养服务模式。

下一步， 该中心将定期开设
老幼特色课堂， 让儿童与老人进
行文化、 学习交流， 营造敬老 、
爱老文化氛围。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王明坤

西城区广外街道美意延年综合服务中心开业

近百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参与

丰台举办双选招聘会助毕业生顺利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