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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新区·看点

湿地治水
创新打造治污新模式

治污设备价格昂贵、后期维
护成本高一直是难以破解的治
水卡点问题。以中山水务污水处
理厂为例，每天要处理城区50平
方公里范围内的生活污水和工
业废水污水，日处理能力20万立
方米。在现有设备水平基础上，
可以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一级A标准。但是
由于太白湖新区特殊地理区位，
这种排放标准仍没达到南水北
调的水质要求，与地表三类的标
准还有一定的差距。

根据南水北调山东段输水
干线[测定]的要求，流域内进入
南四湖的水质要必须[基本]达到
国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三类
水质[要求]，也就是总磷含量低
于0 . 2毫克/升，总氮要低于1毫
克/升，氨氮要低于1毫克/升。

“对于我们来说，要达到这个标
准，大概需要增加的投入是16 . 5
亿，叠加到水上，每吨水增加运
营成本8 . 5块钱。”污水处理厂相
关负责人介绍，高昂的投入和维
护成本让企业有压力，生态文明
高质量发展却是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迫切需要。

为了破解这一困局，太白湖
新区生态环境局针对地处湖区
的优势，创新打造“污水治理厂+
湿地”新的治污模式，将污水处

理厂的外排中水，导入到其配套
的人工湿地，通过人工湿地的进
一步净化，达标后再排入到河湖
之中。具体做法是，在太白湖新
区流域治污体系内，通过老运河
新建橡胶坝，抬高河道水位，拦
蓄老运河上游来水，并引入到人
工湿地区，利用湿地动、植物及
微生物的协同作用进行水质净
化减排，使上游来水不再是地表
水的污染源。

水质达标
优于地表三类水标准

2010年，太白湖新区率先启
动了老运河水质净化湿地的建
设，在保持原有生态风貌基础
上，实施树木绿化和水生植物种
植，重塑湿地生态系统。项目通
过截污导流管道引入污水处理
厂排放的一级A中水，再经湿地
多层次净化，达到地表水Ⅲ类水
质后排至南四湖，日处理规模达
7 . 5万吨。2013年，新区再次投入
1 . 03亿元启动了退耕还湿工程，
对养殖场、饭店、鱼池等污染源
进行全面清理，并高标准实施了
清淤综合整治、水生态环境治理
和景观绿化，项目运行后，可每
天为太白湖补给清水5万立方，
水资源情况得到有效改善。为确
保流入南四湖水质稳定达标，守
住入湖水质的最后一道防线，太
白湖新区于2017年启动老运河
尾水截流人工湿地工程，该工程
是实现济宁市城区老运河入南
四湖水质达到地表Ⅲ类水的重
要生态屏障，老运河尾水截流人
工湿地每天可以处理20余万方
的水，经过这片湿地的处理能够
全部达到地表三类水标准，再进
入南四湖，从根本上改善了老运
河水质环境，保障了南水北调东
线的水质安全。

“湿地的投入远远比污水处
理厂提标升级投入少得多，并且
后期运营的费用也比较低。”济
宁市生态环境局北湖省级旅游
度假区分局水生态环境科科长

胡涛告诉记者，为避免上游来水
出现异常情况，确保出水稳定达
标，2020年太白湖新区对湿地系
统性进行了提标升级，又投入30
台爆气机，6000平方米生态浮岛
以及适量滤食性鱼类。经过精心
管理运营，目前湿地的出水水质
能够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
很多时候还会优于地表三类水
标准。

“湿地的进水量日均值大约
在23万方，设计是日处理两万方
的一级A中水，现在这个点，出
水达到了二类水质标准，按这个
减排总量计算，湿地降解能力是
我们设计能力的两到三倍。”胡
涛介绍，投资小，见效大。经过几
年的积极探索和实践，太白湖新
区共建成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
程7处，面积约2 . 1万亩，打造了
流域治污体系，每年削减化学需
氧量约2000吨、氨氮约300吨。

河道护水
构建水质安全新屏障

在做好流域水污染治理，对
下游湿地进行修复工作的同时，
太白湖新区在河道上游建设了
巡河员+全流域视频监控工程。

同时，按照“一河一策”工作要
求，洸府河、老运河、泗河等河流
均成立了工作专班，每日进行巡
河，及时清理各类水面垃圾。

新运河项目养护负责人傅
国亮每天的工作就是对太白湖
新区新城发展南侧的新运河河
道分包辖区进行巡查，“这条河
上水流相互顶托，垃圾、杂草等
漂浮物容易堆积，每天都会及时
清理河渠水面和堤防渠岸的生
活垃圾，确保河渠水面、堤防渠
岸清洁。”傅国亮每天巡查的这
条河流是太白湖新区新运河水
生态环境治理项目，2022年6月
份竣工，是太白湖新区2022年度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生态环境治理项目。项目主要
建设筑坝蓄水工程、河道清理工
程、水生态系统构建工程、生物
强化工程、引水工程、六四泵站
改造工程及水质监测工程，建设
范围为新运河至北湖湾，涉水及
总水域面积88公顷。

“该项目在上级河道新建
溢流坝，抬高河道水位。通过拦
截和人工巡查，清理水面漂浮
物和生活垃圾。拦截后进入水
环境生态修复体系，引渠换水，
与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一级A

中水相融合后进入湿地再净
化。”胡涛表示，融合后的水质
时常发生变化，通过建设生态
水质环保监测中心，实时利用
摄像头监控河道沿途水质、定
点采样检测频次，利用数据建
模建设电子围栏和电子检测报
警系统，一旦发现过境水质问
题及时追踪溯源。

自然修复的同时，太白湖新
区还大面积进行人工湿地和小
微湿地建设。目前，湿地保护率
达到85%以上。如今的太白湖，
水天一色、波光潋滟、林木苍翠、
野趣横生，拥有各类水生动植物
300余种、水生植物面积达5000
余亩、共吸引东方白鹳、大天鹅、
小天鹅、震旦鸦雀等200余种鸟
类在此栖息繁衍；盛夏时节，万
亩荷花竞相绽放，美不胜收，已
经成为集观光游览、休闲度假、
生态保护、水质净化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生态旅游区。同时，新区
坚持“三水统筹、系统治理”的理
念，不仅改善了太白湖水生态环
境，而且极大满足了群众亲水性
需求，年接待游客达300万人次，
先后被评为山东省首批绿色生
态示范城区和首批省级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

太
白
湖
新
区
探
索
流
域
水
质
净
化
新
模
式

守
护
碧
水
清
流
绘
就
生
态
画
卷

记者 邓超 通讯员 张臣龙

前不久，《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在中国武汉和瑞士日内瓦两地举行。济宁市作为全省唯一一个入选城市，从从此又有了一张闪
亮的名片“国际湿地城市”。这张国际名片上，有一颗璀璨的湿地明珠，那就是济宁太白湖湿地。作为南四湖的北大门门，太白湖承接着来自老
运河、洸府河等多条河道上游来水，承担着保障南水北调水质安全的重要任务，是主城区名副其实的蓄水池。“出门见绿、抬头头赏景”是每个
人梦寐以求的环境，如今在太白湖已经成为现实。青头潜鸭、东方白鹳等众多野生动物在这里安家落户，上百万只候鸟鸟在这里栖息繁衍，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同谱写生态文明和谐发展篇章。

巡河工人清理新运河河渠水面漂浮物。

太白湖湿地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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