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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污染危及泉水补源区
过度开发和地面硬化造成七成雨水不下渗，泉水补给面临危机
本报记者 王光营 见习记者 张文

调查>>

开发和地面硬化

七成雨水不下渗
从二环南路向南，大型楼盘一

个接一个。建设到一半的小区围起
挡板、挖掘机立于一旁的景象时常
可以见到。在那些目前还是一片泥
土的路面上，不难预见几年之后就
会有高楼拔地而起，和附近成片的
楼盘比肩矗立，一座座小山的身影
已成了陪衬。继续往南走，在仲宫镇
附近的公路边，一组组别墅、山庄从
山体边探出头来。路边一户户农家
乐的工作人员站在路口挥手招徕客
人。南部山区风光优美，再过一两周
气温回暖，这里又将是一幅游人如
织的景象。

而经十路以南、仲宫以北，正是
泉水的直接补给区。

南部山区的建筑开发和人类活
动，已经严重影响了泉水直接补给
区的渗漏补给面积和水质。济南市
市政公用事业局排水管理处相关
负责人说，二环南路以南、全运村
片区等地的开发，对泉水补源、城
市排水的影响很深。小区、广场、道
路硬化会阻碍大气降水下渗，也容
易形成内涝。在自然状态下，降水1
方，可下渗的为0 . 5方，形成径流的
为0 . 5方。而硬化之后，下渗量只能
达到0 . 2方—0 . 3方，径流量扩大至
0 . 7方—0 . 8方。虽然目前新建小区
建设时都要求雨污分流，但这仅仅
是粗放式排放，不涉及雨、洪水的精

细回收利用。
据了解，50多年前，济南城区面

积仅为28.89平方公里，泉水直接补
给区的城镇面积为1.985平方公里。
而5年前，省城城市面积已超过200
平方公里，泉水直接补给区内的城
镇和乡村建设面积也已扩展为50
多平方公里。另外，随着道路建设速
度的加快，省城道路面积增加了近
10倍。泉水直接补给区的渗漏补给
面积正逐渐减少。

70多座大型垃圾场

威胁到泉水水质
在南部山区红红火火的发展

中，由于生活垃圾的清运和污水处
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区域内没
有集中的无害化垃圾处理场和污水
处理场，部分地区生活垃圾和修路、
建筑、开矿等废弃渣料在村庄、河

流、道路周围随意堆置，少数村庄甚
至收购城市垃圾。

作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比较好
的柳埠镇、仲宫镇、西营镇等，垃圾
填埋场也不在少数。垃圾山面积小
的有近百平方米，多为塑料袋、破旧
衣物等生活垃圾。有的延伸百余米
长、十几米宽，从十几米深的山上绵
延到谷底。据有关专家根据卫星遥
感监测图测算，南部山区大型垃圾
场的数量在70座左右，垃圾堆积量
十分惊人。

“这些垃圾堆带来的最大危害
就是对水源的污染，从而影响了泉
水水质。”山东省地矿局相关专家认
为，垃圾堆放对自然景观造成的污
染尚在其次，对水源造成的威胁十
分巨大。济南四大泉群的地下水主
要由泰山以北的间接补给区和南部
山区及经十路以南的直接补给区提
供。南部山区有大面积裸露石灰岩，
大量生活垃圾污水下渗后对地下水

影响非常大。
“人类活动的增多除了带来大

量生活垃圾外，对山林的破坏还会
影响大气运动，减少降水，增加了泉
水断流的危险。”据气象专家介绍，
要实现泉群喷涌和市民取地下水需
求，济南地下水的年均补给量要在2
亿立方米以上。这样，年降水量至少
要达到800毫米，而济南市近几年的
年均降水量均在600毫米—700毫
米，离这个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

对策>>

植树造林涵养水源

泉水源头控制发展
为了保护南部山区、增加泉水

补给区的面积，使南部山区走上良
性发展的轨道，以付贞西为代表的
多名济南市人大代表曾多次提出建
议，希望相关部门要尽快编制南部

山区保护发展系统性规划，并形成
有关南部山区保护发展的地方性法
规，对之前的无序开发建设疏堵结
合进行治理。

作为省城的“绿肺”和泉水水源
涵养地，南部山区将建设成生态功
能保护区，而其中植树造林则是最
有效的方法。通过恢复植被、退耕还
林等措施，到2015年南部山区森林
覆盖率将达到60%以上，丘陵区森
林覆盖率达到42%以上。

除了大力造林恢复生态环境
外，“堵”也是一个重要措施。为此，
在南部山区未来的发展中，将禁止
发展破坏水源涵养、破坏水土保持、
破坏生态资源，以及过度消耗资源、
污染生态环境的产业。

济南市已经开始考虑在南部山
区建设以仲宫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建
设特区。目前该课题正处于调研论证
阶段，试图在南部山区这片“济南之
肺”区域，平衡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

轻按按钮，垃圾全封闭处理
——— 记者探秘南部山区首个环保型垃圾转运站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实习生 于红靓

垃圾填埋场改造后

变身高标准转运站

“这里原本是一个使用了十
来年的垃圾填埋场。”转运站目前
唯一的管理员杨运胜告诉记者，
之前全镇的生活垃圾都是在这里
掩埋。去年开始实行城乡环卫一
体化，就把地址选在这里了。随行
的西营镇副镇长孙立民告诉记
者，从整地到基建再到一整套设
备，整个项目下来投资486万。

一些绿色的小垃圾箱还摆在
转运站前的空地上，记者了解到，
这些垃圾箱是给村里备用的垃圾
收集“终端”，而这个转运站只是
整个垃圾处理系统的一个“枢
纽”，如今西营38个村庄全都配置
了这种绿色小垃圾箱。

全部实行按钮操作

全站只需一人管理

杨运胜是目前转运站唯一的
管理员，他带记者来到转运站一楼
的中央控制室。恰好一辆垃圾收集
车驶来，老杨便坐下给记者演示起
来。只见按下一个个按钮，监控器上
的一个密闭垃圾箱缓缓打开，车上

司机按下一个按钮，车里垃圾自动
倒下，一个压缩机将倒下的一车垃
圾挤到了垃圾箱内侧一个角落里，
整个过程两三分钟时间轻松搞定。

“垃圾箱满了，托运车就过来
拉上，用不着人。”杨运胜说，“经
过压缩后，垃圾占不了多大地方，
这么多村子一天基本只有一箱垃
圾，都运到济阳无害化处理厂统
一处理了。”

垃圾处理过程全封闭

没有异味也不漏脏水

垃圾车倒完垃圾，随着按钮
按下，一道绿色铁门缓缓落下，转
运站重归安静。从垃圾车驶上来
到倾倒完毕，整个过程干干净净，
连一点尘土也没有，更没有通常
垃圾转运站常散发出的异味。

“村里的小垃圾箱都有盖，垃
圾收集车全是密闭式的，垃圾箱
也是压缩密闭的，整个过程全封
闭，绝不会有垃圾到处飞的情
况。”杨运胜说。

随着收集车驶走，铁门降下
来，原本密闭的垃圾箱也给“关”了
起来。而在控制室一角，一个灭蝇
设备引起记者的注意，原来在转运
站，灭蚊杀蝇也是自动进行的。

格报道回音

东工商河路

污水外溢治好了

本 报 3 月 2 6 日 讯 ( 记
者 尹 明 亮 实 习 生
于红靓 ) 2 1日，本报C20

版以《污水流了数月，至
今难解决》为题，报道了
东 工 商 河 路 一 处 污 水 井
自 年 前 就 开 始 溢 污 水 的
情况。报道见报后，有关
部 门 随 即 对 该 段 污 水 管
展开维修，到 2 6日全部维
修工作已基本结束。

2 6日上午，记者在原
本 溢 污 水 的 东 工 商 河 路
6 0号附近路边看到，几位
工 人 正 在 清 理 从 管 道 中
挖出的垃圾，而原本往外
溢 水 的 污 水 井 井 口 已 经
基本看不出污水的痕迹。

“从前天就开始施工
了，连续进行了两天多的
时间，到今天中午把路面
找平就算完工了。”在施
工现场，一位工作人员向
记 者 介 绍 说 ，报 道 见 报
后，天桥区排水管理服务
中 心 及 天 桥 区 市 政 工 程
管 理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就 到
现 场 查 看 情 况 并 确 定 了
维修方案，由于原先的管
道堵塞严重，所以只能在
路 边 重 新 铺 设 一 段 管 道
与主管道相连接。“管线
已经铺好，污水外溢现在
算是根治了。”现场一位
施工人员向记者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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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一个人操作，来自38个村庄的生活垃圾就可实现轻松处理，并且垃圾从收集到处理全程封闭化。近日，在历城区西营镇，

南部山区第一个环保型垃圾转运站投入试运行，只需轻按按钮，全部垃圾就自动进入封闭式垃圾箱，不漏脏水，没有灰灰尘，没有异

味，连灭蚊杀蝇也是自动进行。

随着近年城市化进程加

快，南部山区的泉水补源区

因为硬化和污染，正面临补

给量、水质齐降的危机。要想

泉水持续喷涌，需要植树造

林、控制发展。

南部山区生活垃圾

6月前将无害化处理
根据城管部门的粗略估计，历城区南部山区有近300个

村庄，71000余户居民，每年产生很多生活垃圾，由于没有统一
收集处理，基本上都在南部山区就地掩埋。

在今年历城区两会上，实现城乡环卫一体化作为十件
实事之一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记者日前从历城区城管局
了解到，除了目前西营已经投入使用的垃圾转运站，鲍山
垃圾转运站也已建成，准备投入使用。

而在今年6月份之前，历城区将在全部街镇建成这种垃圾
全程无害化处理的环保型垃圾转运体系，生活垃圾集中收集
覆盖全部乡村，基本实现南部山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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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转运站管理员杨运胜的主要工作都是在中央控制室完
成的。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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