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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耗水行业管控、积极推进节水技术改造、创
建节水型工业企业……近年来，阿拉善高新区坚持以
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合理规划发展
规模和产业结构，积极探索节水型园区建设的新路径、
新方法，通过循环用水、分质供水、再生水利用等措施，
降低用水消耗，有效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率，逐步实现
园区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以集约节
约用水助推园区高质量发展。

初冬时节，笔者在位于阿拉善高新区的内蒙古中高
化工有限公司水处理车间看到，超滤膜正在稳定运行中，
据了解，此项目采用“浸没式超滤+活性炭过滤+砂滤+树
脂软化+反渗透”的处理工艺，对污水进行回收利用，系统
回收率按72%测算，年运行时间8000小时，并通过新增
负压多效精馏废水处理，蒸出的水指标COD≤300mg/
L，氨氮≤20mg/L，盐≤500mg/L，这是阿拉善高新区推
进绿色发展、打造节水园区的一个缩影。

“我们主要是回用生产系统，比如说203的硝磺草
酮，还有 K酸，中水处理完之后，中水进入生产系统。
回收率大约是 70%，一吨废水，处理完之后，70%是中
水，30%是浓水。每年按我们现在产能设计是 600方
每天，每年可节约水量大约在 15万方左右，为阿拉善
高新区实现水资源的节约贡献我们公司的一份力量。”
内蒙古中高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成说。

提升水效，节约用水，就是节约成本。阿拉善高新区
坚持以水定产，根据可用水量，合理规划工业发展布局，
加快推进废污综合整治、再生水深度处理、循环水冷却系
统节水改造等项目建设，精打细算用水、从严从细管水，
让每一滴水在园区企业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在内蒙古诚
信永安化工有限公司中水回用项目现场，操作人员正在
认真检查各阀门开、闭状态，水泵管道及中水储水池水位
等。据了解，该企业中水回用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项
目自2021年4月开始建设，2023年2月正式开始运行。
截至目前，日节约水量为1000立方，年节水量在30万立
方以上，在实现零排放的同时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之前的生产污水是经过生化水处理，达标了以后
咱们园区这一块的水处理装置综合处理，现在在这个
基础上，我们把这部分水自己就处理了，处理了以后也
都回收使用到我们现有的生产当中。下一步，一方面
增加节水设备设施的一些投入，第二块气体的控制，我
们也是增加设施，使水汽得到很好的控制，还有固体的
废物也是能做到回收使用。”内蒙古诚信永安化工有限
公司技术副总经理李玉顺说。

内蒙古犇星化学有限公司是阿拉善高新区一家生产
医药、农药中间体的企业，2021年4月投资2000余万元
新建了中水回用系统，2022年公司使用该系统节水4万
吨，今年预计节水6万吨。该公司总经理连建军告诉笔
者，目前每天处理水量可达1000吨以上，大大为企业节
省了用水量，降低了企业用水成本。企业将围绕节能降
耗推动项目技改升级，进一步降低企业能耗和项目用水。

据了解，2023年，阿拉善高新区重点推进实施了庆
华、沪蒙、中盛等企业湿熄焦改全干熄焦项目，建设完成了
中盐氯碱节水改造一期工程、晨宏力化工循环水电除垢装
置、中盐内蒙古钠业浓水反渗透装置和瑞达泰丰循环冷却
水系统改造等一批节水项目。高效收集处理，推动工业污
水资源化利用，有效降低生产过程中对水资源的消耗，减
少污染物排放强度，降低了工业整体水系统能耗。有效盘
活7家企业闲置黄河水指标321万立方米，以短期交易的
形式配置给27家企业306.7万立方米。同时，建设完成高
新区雨水收集利用工程，通过收集、沉淀处理和利用，着力
提高水非常规水资源的利用水平。建设完成了巴音敖包
露头泉浅层地表水综合利用二期工程，浅层地表水的供水
能力达到水资源论证的305万立方米，可有效缓解园区水
资源紧张的趋势和对黄河地表水的依赖程度。

做好工业节水“降碳”
为高质量发展“增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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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走进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
阿敦高勒嘎查，遇到正在查看工程维护情况的孪井滩
黄河高扬程灌溉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唐培新，他告诉
笔者：“我们这里每个嘎查都成立了用水协会，每个蓄
水池都有推选出来的‘池长’负责管理。扬黄灌溉工程
经信息化升级改造后，通过先进的水量计量、信息化监
控等技术手段，建成了一套良性的供水服务体系，同时
通过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滴灌技术，整个灌区农作物产
量不降反增，水费还越来越低。”如今，孪井滩 8.5万亩
灌区实现节水滴灌全覆盖，被水利部评为节水型灌区，
实现了该盟节水型灌区零的突破。

位于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葡萄墩片区的内蒙古
莱科作物保护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作物类原料药
及中间体生产的企业，自 2019年建成试生产后，该企
业一直积极探索开展节水改造，通过健全管理体系、推
广应用节水新技术等，不断推进厂区各环节科学用水、
节约用水，年用水量从最初的12万立方米下降至3万
立方米，节水效果明显。2022年，该企业建成自治区
级节水型企业，实现了该盟节水型企业建设零的突
破。“通过节水改造，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节约出来的
水还可以通过短期租赁交易增加企业收入。今后，我
们要继续探索更多节水新技术，为阿拉善水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贡献一份力量。”该公司总经理朱亚群说。

笔者了解到，随着阿拉善盟经济快速发展，工业用

水矛盾日益突出，加之全盟仅有工业用黄河水指标
3880万立方米，做好工业高效节水，对于阿拉善调整发
展布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为破解缺水难题，
阿拉善盟做优节水“加法”，通过积极践行国家节水行
动，严守水资源开发利用上限，坚持开源节流并重，有效
提升水资源管理水平。2022年，阿拉善盟积极协调、多
方对接，成功争取到黄河取用水指标500万立方米，通
过组织阿拉善高新区、孪井滩示范区积极探索闲置黄河
水指标短期交易，将水指标短期交易工作作为破解两个
工业园区“水困”瓶颈的重要抓手，2023年共开展黄河水
指标短期交易361万立方米，涉及受让企业30家。

近年来，阿拉善盟加强水资源刚性约束，以“节流”
促“开源”破解“水困”难题。严格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
可管理，审批项目29个，核发取水许可证23个。开展水
资源管理专项检查，完成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217个项
目整改提升任务。制定超采区年度巩固治理方案，实地
核查4个超采区巩固治理措施落实情况，开展阿拉善左旗
超采区治理效果自评估；阿拉善右旗陈家井灌区水位呈
现持续上升态势；积极配合开展黑河水量调度工作，黑河
水连续22年43次成功进入东居延海。加快推进节水型
社会建设，制定印发《阿拉善盟节水型社会建设实施方
案》，计划到2025年实现节水增供2530万立方米，同时
推动阿拉善左旗、额济纳旗开展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
设工作。印发实施《阿拉善盟工业节水与承载能力提升

实施方案》，推进阿拉善高新区、孪井滩示范区焦化项目
技改，阿拉善高新区2项非常规水利用项目开工建设。

为打造节水“新风尚”，阿拉善盟水务局精准发力、
多措并举、多点开花，一方面通过实行计划用水与定额
管理，对非居民用水单位实行超定额超计划用水管
理。另一方面，推广节水器具和节水技术，公共机构率
先开展供水管网、绿化浇灌系统节水诊断；大力推广绿
色建筑，新建公共建筑全部安装节水器具；推动城镇居
民家庭节水，推广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普及推广节水型
生活用水器具；加强水效标识监督管理，禁止生产和销
售不符合节水标准的产品。

通过持续健全完善用水制度规范，阿拉善盟正自
上而下将“用好每一滴水”的理念贯彻到各级政府的决
策、行动之中。截至目前，全盟共创建水利部节水型灌
区 1个、自治区节水型企业 1个、自治区节水型学校 1
个。一条条举措的落实、一个个成果的展现，让“再生
水”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器”，让“闲散水”成为区
域协同发展的“动力源”，让“优质水”成为送入寻常百
姓家的“幸福泉”，为阿拉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水支撑、水保障。

节水护水利长远，爱水惜水生态美。阿拉善盟将
坚决扛牢管水治水政治责任，再加措施、再添动力、再
创新绩，坚定做好节水文章，持续提高治理效能，建好
守好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阿拉善。

近日，笔者在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巴彦乌拉嘎查
草场上看到，牧民杨付元正和家人忙着收割牧草，为牲
畜赶制越冬“口粮”。割草机、搂草机、圆捆机轮番作
业，所过之处留下道道草带，一捆捆打包好的牧草整齐
地分布在草场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杨付元告诉笔者，他家有 16000亩草场，过去“缺
水”一直困扰着当地农牧民，人畜喝水都难以保障，更
别说种地了，部分农牧民苦于没有经济收入纷纷搬
离。随着人工造林、飞播造林、安全饮水等一系列项目
的实施，农牧民逐渐搬回自家草场，不仅有田种，还发
展了特色沙产业，从拉水浇灌到节水滴灌，在实现增收
致富的同时也节约了水资源。说起现在的变化，杨付
元高兴得合不拢嘴。

地处自治区最西端的阿拉善地域辽阔，多样的地
形地貌和特殊的气候条件使这里成为自然条件最恶
劣、生态环境最脆弱、荒漠化最严重、水资源极度匮乏
的地区之一。用水缺口大、用水方式粗放、水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意识落后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全盟经济社会发
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全盟除巴彦浩特地区外，其他地
区年总降水量仅为 39-150毫米，年均蒸发量达 2400
至 4200 毫米，地下水可开采量仅为 2.57 亿立方米，
2022年地下水开采量已达2.36亿立方米，每平方公里
地下水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左右。境内两条常
年有径流的河流中，黄河用水指标只有 0.828 亿立方
米，仅占全区的1.4%；黑河每年进入额济纳旗的平均水
量约6亿立方米，但也受限于上游来水量，特别是今年
的来水量较往年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因为缺水，本世
纪初，贺兰山原始次生林仅剩 35万亩，胡杨林由最茂
盛时的170多万亩锐减到50多万亩，梭梭林由原来的
1700多万亩减少到300多万亩，全盟牲畜从高峰期的

218万头（只）减少到123万头（只）。
“三、二、一，发射！”随着人工增雨作业指令下达，

人工增雨火箭弹“嗖”的一声划破长空直冲云端，随后，
原本淅淅沥沥的小雨逐渐下得大了起来，干涸的戈壁
迎来了久违的甘霖。今年，全盟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全盟各地出现不同程度的气
象干旱。为向天多要“一滴水”，阿拉善盟气象部门枕
戈待旦，严密监测天气变化，实时研判天气情况，抓住
一切有利时机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据统计，截至
10月 7日，共开展跨区域飞机增雨作业 12架次，燃点
烟条 81根；无人机增雨作业 1架次，燃点烟条 5根；烟
炉作业220点次，燃烧烟条703根；地面火箭增雨作业
47次，发射火箭弹 289枚，累计作业影响面积约 10万
平方公里，对缓解全盟旱情、降低森林火险等级、保护
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盟所有地区基本属于干旱区，降水量时空分布
不均、变率大且保证率低，几乎每年都有不同强度的干
旱发生，而干旱对自然生态系统会造成土地沙化、草原
退化和土壤盐碱化等重大影响，持续干旱还会导致地
下水位下降、湖泊和水泡枯竭、河水断流，从而加剧草
场退化和草原土壤沙化进程，进而威胁到人的生存和
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我们大力开展人影作业，用好

‘天上水’，为全盟抗旱减灾贡献气象力量。”阿拉善盟
气象局人影办主任徐永旺告诉笔者。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近年来，阿
拉善盟高度重视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将节水作为缓
解水资源紧缺状况的重要途径，做足深度控水节水大
文章，在深度上使猛劲，在控水上严管理，在节水上求
突破，有效挖掘全社会节约用水潜力。

工业是阿拉善盟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也是用水节

水的主阵地。阿拉善左旗持续推进工业节水减排工
作，强化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将工业污水资源化利
用，实现了保护地下水资源和企业用水成本下降的双
赢。为有效监控企业用水情况，督促企业节约用水，阿
拉善左旗水务部门利用阿拉善智慧水利信息化平台，系
统掌握企业取水口所在位置、批准年取水量及实时取水
数据等信息。目前，阿拉善左旗100多家企业取水情况
已全部纳入智慧水利信息化平台，实现了取水实时监控
全覆盖。同时阿拉善左旗加大对企业的宣传和帮扶力
度，以龙头企业为突破口，帮助企业多措并举、多管齐下
科学推进工业节水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

10月，深秋的阿拉善五彩斑斓，行走在巴彦浩特大
街小巷，一条条景观大道绵延远方，一个个主题公园美
轮美奂，真可谓是城在绿中、人在画中。据了解，巴彦
浩特城区绿化总面积6.4万亩，整体绿地率39.19%，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37.3平方米。城区绿地年绿化用水量
需求为 1800万立方米左右，近年来，植物的“喝”水量
猛增与地区水资源极度匮乏的矛盾日益凸显。“因为缺
水少雨，我们对仅有的水资源倍加珍惜，通过合理选择
耐旱植物、对绿地水分实行分级管理、推广节水灌溉方
式、污水处理再利用、使用保水剂、建立按植物需水时
间和需水量精准供水的绿地灌溉制度等一系列措施，
在园林绿化中节约水资源，取得积极成效。目前，城区
绿化用水已降至年均 1400万立方米左右。”阿拉善左
旗城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南定说。

“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一项事关阿拉善长
远发展的战略任务，今后阿拉善盟水务局将从源头控
水、制度节水、依法管水、工程治水等几个方面推动水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为阿拉善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坚
实的水资源保障。”阿拉善盟水务局副局长张永明说。

节水护水利长远 爱水惜水生态美

念好“节水经” 激活“水动能”

阿拉善高新区、示范区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以
水定人、以水定产“四水四定”原则，做好“开源”和“节
流”两篇文章。

水，是生命之源、万物之基。深入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缓解阿拉善盟水资源供需矛盾、保障
水安全的必然选择，落实全面节约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水利工作，就治水兴水管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近年来，阿拉善盟在“十六字”治水思路的指引下，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工作，持续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积极推动和实现农业
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全面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和水平。

□□刘宏章刘宏章 纳日娜纳日娜 赵小丽赵小丽

书写书写““节水优先节水优先””阿拉善答卷阿拉善答卷
做活水文章做活水文章

节约用水宣传活动。 阿拉善高新区、示范区积极探索节水型园区建设的新路
径、新方法，通过循环用水、分质供水、再生水利用等措施，降
低用水消耗，有效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率。

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88..55万亩灌区实现节万亩灌区实现节
水滴灌全覆盖水滴灌全覆盖，，被水利部评为节水型灌区被水利部评为节水型灌区，，实现了该盟节水实现了该盟节水
型灌区零的突破型灌区零的突破。。

高效节水农业温棚高效节水农业温棚
观光采摘种植业观光采摘种植业。。

阿拉善金沙苑生态集团有限责任阿拉善金沙苑生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建设的生态节水葡萄基地公司建设的生态节水葡萄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