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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

武烈河流域被确定为省级
唯一水预算管理流域试点

10月16日，记者走进河

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纵横钢铁”），

看到一个长 40余米的大罐

子。纵横钢铁副总经理马翠

晋告诉记者，这是热法海水

淡化项目的主体设备——低

温多效蒸发器。

纵横钢铁成立于2016年

11月，由中国500强新华冶

金集团投资400多亿元兴建，

年产精品钢800万吨，是我省

首家城市钢厂联合重组向沿

海搬迁转型升级示范企业。

热法海水淡化项目是该

公司实施的合同节水项目，

其模式采用的是“用水费用

托管型”。纵横钢铁全资子

公司河北丰越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丰越能源”）

引进了专业化第三方公司。

“热法海水淡化项目投产后，

第三方公司向纵横钢铁提供

合格淡水，纵横钢铁以合同

水价购买所产淡水。”马翠晋介绍，合同

期是8年，8年后第三方公司将核心制水

工艺装备无偿移交给丰越能源。

纵横钢铁热法海水淡化工艺先进的

秘密，就藏在低温多效蒸发器之中。热

法海水淡化采用低温多效蒸发工艺，利

用低温热水生产洁净淡水。

“热源使用的是高炉冲渣水等低品

质余热，这部分余热的利用是行业一大

难题，最多是在冬天采暖季使用，其他时

段基本扔掉了。低品质热能的利用，大

幅降低了海水淡化制水成本。”马翠晋

说，热法海水淡化项目投产后，这部分余

热可以全年回收利用，每年回收低品质

余热折合标准煤约19.5万吨。海水淡

化产水水质优良，提高了纵横钢铁整体

用水效率，实现了污水零排放。

马翠晋给记者算了一笔节水效益账：

热法海水淡化年可产淡水量约825万吨，

这等于年节约常规淡水用量约825万吨；

另外，热法海水淡化产水为软水，当地软

水价格约为9.5元/吨，年节水效益为0.78

亿元，8年累计节水效益达6.27亿元。供

应的软水总成本较常规制取成本降低约

2.2元/吨，纵横钢铁每年节约用水成本约

2000万元，8年节约成本约1.6亿元。

项目排出的浓盐水输送至盐场制

盐，减少了初期晒盐蒸发环节，在进一步

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不对海洋环境造

成任何影响。

欲见山河千里秀，先保大地一寸土。

水土保持是江河保护治理的根本措施，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2023年以来，

保定以太行山等水土流失严重区域为重

点，以小流域为单元，大力推进水土保持重

点工程建设。

初冬时节，在涞水县交界口小流域综合

治理工程现场记者看到，两侧山坡比较缓的

地方，野生荆条间栽植了许多侧柏，绿油油

的一片。

“七八月份雨季的时候，用鱼鳞坑造林，

鱼鳞坑呈品字形布设，也是为了留蓄山水，

保证了侧柏的成活率。”涞水县水利局水保

站站长王金艳介绍，以前山坡上都是野生灌

木荆条，在综合治理工程中栽植水保林侧

柏，林木多了能涵养水源，改善生态环境，让

荒山绿起来。

涞水县交界口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位

于涞水县三坡镇，涉及交界口村、紫石口村2

个行政村，遵循“生态优先、保护优先、自然

修复为主”的方针，按照“不扰动、少扰动就

是最大的保护”思路，以小流域为单元，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10平方公里，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浆砌石谷坊坝、蓄水池、排水沟、挡墙，

栽植水保林、经济林等。通过各项水土流失

治理措施的实施，使交界口小流域的山、水、

林、田、路得到综合治理，增强了抗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

记者看到，这里属于典型的两山夹一沟

的地貌，山上边的沟比较陡，共建设了9道

浆砌石谷坊坝，相当于建设了9个大平台。

“此次综合治理工程，主要从生态角度

考虑，‘小水不出山，大水缓出川’，这个川指

的就是这道沟。以往汛期山上来水，容易冲

刷这道沟，造成水土流失。如今，建设这些

谷坊坝，就是为了拦蓄上边的土、泥沙、水，

让大水缓缓流出去，缓解对这道沟的冲刷，

达到水土保持的效果。”王金艳解释了谷坊

坝的作用。

如果山洪暴发，也不用害怕，综合治理

工程还建设了排水沟。记者看到，山下是一

条长长的排水沟，可以把上游来水收集起

来，通畅地流下去，下游是拒马河的一个支

流——小西河。

60多道干砌石田坎，呈台阶式分布，就

像是梯田，田坎比地面高出10厘米，既能

存水，又能减少土壤的流失，保护耕地。“以

前这里的土地都是荒废的，没有种农作物、

果树。如今，田坎里种上了苹果树、核桃树

等果树。”王金艳说，综合治理工程完工后，

这些经济林以及山坡上的水保林都移交给

村集体，提高流域内村民的经济收入和生

活水平。

同样，在唐县茶叶庄生态清洁小流域综

合治理项目现场，也建设了田坎工程，也就

是田坎梯田。

唐县茶叶庄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

项目位于黄石口镇，地貌类型属于中低山

区，涉及鹤峪口村、茶叶庄村2个行政村。

建设工程包括护村坝、护地堤、小塘坝，以及

在荒山坡上栽植酸枣树等水保林、人居环境

提升工程等。

该项目施工公司负责人王月进介绍，以

前山坡都是荒坡，现在通过田坎整修建成了

大平台，不仅能增加土地面积，还能防止水

土流失。目前，田坎里种植了苹果树、桃树、

桑葚、山杏等经济作物。

“附近2公里有一个仙鹤峪景区，景区

内有悬空寺、百年古茶树，自然风光优美，很

多游客慕名而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王建

虎介绍，以前，茶叶庄小流域坡面水土流失

比较严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生

活垃圾随意乱扔，这不仅影响了当地村民的

人居适宜性，制约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而且还造成了下游河道及水体、水环境不断

恶化的趋势。因此，为治理水土流失、提升

人居环境，设计茶叶庄小流域为生态旅游型

清洁小流域。

王建虎说，小流域治理项目立项之初

就考虑与附近景区很好地融合起来，治理

后的小流域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初步显

现。小流域内的水土流失得到治理，村庄

环境得到改善，水源得到保护，生态环境更

加自然和谐，村民的生活品质提升了，村民

也增加了收入，来景区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未来产业调整的重点就是走生态旅游产业

路子。

唐县茶叶庄村村民贾庆义家里种了几

亩玉米、黄豆。在贾庆义看来，小流域治理

工程，让山里的环境变好了，山里稀缺的耕

地保住了，村民们打心眼里高兴。

保定水土流失治理有高招：

小水不出山 大水缓出川
□本报记者 吴新光

本报讯（记者吴苗苗 通讯员胡杨）近
日从省水利厅获悉，承德市武烈河流域被

确定为省级唯一水预算管理流域试点。

据悉，开展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是实

施《节约用水条例》和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

要求、健全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管理的重

要手段，也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从严从细

管好水资源、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的创新

探索。今年5月，水利部印发了《水预算管

理试点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水预

算管理试点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水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用2至3年时间，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用水精细化管理和高效

配置模式。

试点周期内，承德市武烈河流域拟通

过“年初预算、年中调整、年终决算”的管理

程序，探索形成先进适用成熟的“水预算+

定额管理+计划用水管理+水权交易+智慧

管控”的“5+”管理模式，实现水资源的动

态配置、科学配置。

本报讯（记者吴苗苗 通讯员孙琳 张
利霞）近年来，张北县持续做好生态文章，

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该县推动产业升级，现代化产业体系加

速构建，绿色发展质效持续提升，草原天路

成为全省唯一入围“全国20条最美自驾精

品路线”的线路，在全省先行先试编制风力

发电、集中式光伏碳减排量核算方法学。

张北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服务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县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全县空气质量稳中向好，空气

质量6项监测指标全部达到国家二级排放

标准。全县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连续两

年达到100%，已累计完成157个村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

如今的张北，打造形成了快速通道相连、

绿色空间相隔、河湖水系相通、森林草原环拥

的独特城市魅力和特色风格。城乡人居环

境明显改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

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率100%。

张家口市张北县

做好生态文章
“映”出碧水蓝天

本报讯（记者吴苗苗 通讯员李坤晓）
“今年以来，深泽县大力构建以生物能源为

核心，风、光、电、储、地热等一体发展的新

型能源产业格局。全县新能源企业达到

29家，其中生物能源企业20家，已形成工

业级混合油、生物柴油、生物航空煤油、成

品油等生物能源产业链，成为北方最大的

再生油脂企业集聚区。”石家庄市深泽县委

书记王建峰说。

深泽县把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推进

“双碳”工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

结构调整、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大力发展风电、光伏、地热、生物质

能等新能源产业，着力打造新能源产业基

地，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互利共赢。

下一步，深泽县将充分发挥“全国生物

柴油应用试点”作用，全力打造百万吨级生

物柴油和生物航煤产业基地，跑出“能源强

县”建设加速度。

石家庄市深泽县

构建以生物能源为核心的
新 型 能 源 产 业 格 局

10月28日，河北省水利厅召开节约用水工作推进会，
推进合同节水重点工作。

啥是“合同节水”？就是节水服务企业与用水
户以合同形式，为用水户募集资本、集成先进技
术、提供节水改造和管理等服务，以分享节水效
益方式收回成本、获取收益的节水服务机制。

近年来，河北省按照市场主导、政策引导、
因地制宜的原则，探索节水效益分享型、节水
效果保证型、用水费用托管型、资源置换型等
各类合同节水管理模式，着力推动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双赢。

统计表明，公共机构的项

目因节水潜力较大、水价调整

到位、工期相对较短等原因，

选择节水效益分享模式较多；

农业节水灌溉领域的项目由

于投资额大、水价低、成本回

收期长，节水服务企业承担风

险较高，一般选择节水效果保

证型。

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副局

长雷晶分析认为，合同节水管

理作为推动节约用水的创新

模式，解决了长期以来依靠政

府投资抓节水、市场缺位的问

题，找到了节水工作中“两手

发力”的关键所在。今后合同

节水管理将成为发展新质生

产力和节水产业、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有力

抓手。

近年来，我省突出“政

府+市场”双轮驱动，先后出

台《河北省节约用水条例》《河

北省关于推进合同节水管理

实施方案》等文件，为推行合

同节水管理提供政策保障。通过举办节

水产品技术推介会、河北水利博览会等

方式，多形式、常态化与省内外节水服务

企业进行交流合作，推动用水户和节水

服务企业信息共享、资源共用、供需对

接。以节水效益分享型、节水效果保证

型等4种模式为基础，涌现出“效益分享

型+灌溉托管”“用水费用+全流程土地

托管”“合同节水+水权交易”“合同节

水+智慧节水”等创新模式，不仅能激发

节水服务企业参与合同节水管理项目的

积极性，而且能保障用水户和节水服务

企业的双方权益，实现从公共机构单一

领域向工业、农业、非常规水利用等多领

域延伸。

我省还以邯郸市、唐山市为试点，探

索全域实施合同节水管理，构建全国节

水办指导、省水利厅协调、市政府主导、

大型企业实施、行业部门联动、节水服务

企业和金融机构支持配合的合同节水管

理工作新格局，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

截至目前，河北省共开展合同节水管理

项目125个，年节水量达5445万立方米，

年直接经济效益2.14亿元，总直接经济

效益26.91亿元。

下一步，我省将以市场化思路推动

合同节水管理，培育综合性服务能力

企业，进一步拓宽合同节水应用场景，

鼓励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提升服务能

力，培育节水服务企业走上全链条技

术集成道路，激发合同节水管理市场

活力。

近日，唐山市丰南区南孙

庄镇南孙庄村的田间地头，几台

灌溉机器人正在给小麦浇水。

“这些灌溉机器人在农田

全流程托管合同节水管理项目

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山市节约

用水管理中心主任齐秀华告诉

记者，唐山市水利局高度重视

合同节水管理工作，通过多项

举措推动合同节水项目，涵盖

多个领域，为推动节水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融合发

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唐山市丰南区农田全流

程托管合同节水管理项目中，

东田庄镇南元庄村、刘四辛村、

张良庄村、南孙庄镇南孙庄村

等4个村的经济合作社，全权

委托唐山海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对2200亩耕地开展土地集

约化全流程托管。

“项目自2022年 11月启

动，采用综合农事全流程托管

服务模式，合同期6年，由海森

电子规模化集中运营经济合作

社的成片土地，围绕农业生产

各个环节进行全流程托管服

务。”唐山海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宝来介绍，灌溉设施亩均投资

1500元，总投资330万元，实现从耕种、灌

溉、施肥、植保、收割到销售全环节管理，最

终收益由农民、村集体及合作社、海森电子

按照合同约定比例分配。

据了解，农民获得收益为保底费用

（1000元/亩）+粮食作物年终净利润50%

分红（约360元/亩）+地力保护补贴（约90

元/亩）=1450元/亩；村集体及合作社获得

粮食作物净利润10%的收益，约50—80

元/亩；节水服务企业海森电子负责灌溉机

器人、智能硬件设施等前期投入，获得粮食

作物净利润40%的收益约200元/亩，后期

可获取水权交易的红利。

该项目采用高效智慧化的水肥墒药

一体灌溉节水模式，围绕田间数

字化监测和自动化高

效 精 准 定 量

灌溉，建设了土壤墒情监测站、小型田间

气象观测站、远程可视化观测系统、地下

水位监测点等田间数字化监测设备，为科

学灌溉、节水灌溉提供了数据支撑。研发

智能灌溉机器人、自行走式灌溉机器人，

购置北斗定位导航系统、农业生产大数据

平台等智能软硬件设施，提升了灌溉智能

化水平。

有专家分析，传统农业存在一些行业

痛点，比如传统分散种植模式土地利用率

不高，土地细碎化现象严重，不利于高效

节水技术的推广应用；农业经营主体主动

节水意识不强；农业生产过程中播种、打

药、收割基本实现了全面机械化，唯独灌

溉还未实现机械化、智能化；当前建设的

高标准农田项目从灌溉的角度只是解决

了水源的问题，但是田间高效节水灌溉措

施还很薄弱。

齐秀华表示，通过合同节水管理，这些

行业痛点问题迎刃而解。

“项目涉及的2200亩耕地主要种植小

麦、玉米等大田作物，项目实施前采用大水

漫灌的灌溉方式，每年每亩地用水约300

立方米。”李宝来给记者算了一笔节水生态

账：“项目实施后，采用智能机器人灌溉，亩

均单次灌水量低于30立方米，对比大水漫

灌节省50%以上用水、45%用电、95%人

工，每年每亩大田至少可节约120立方米

地下水，年节水量达26.4万立方米。地表

水水价每立方米0.175元，6年合同期内节

水效益27.72万元。”

此外，该项目实现水肥一体化智能化

灌溉，科学种植，杜绝了农业废弃物对面源

的污染，节水减污效益显著。集约化种植

和智能化灌溉能够实现合垄，至少增加

15%的种植面积，提升了粮食产量。

“农民获得每亩1450元的收益，远高

于纯土地流转效益，以此参与和享受现

代农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李宝

来说。

推进“合同节水”实现多方共赢
□本报记者 吴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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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法海水淡化项目的主体设备热法海水淡化项目的主体设备———低温多效蒸发器—低温多效蒸发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新光吴新光 摄摄

在唐山市丰南区南孙庄村在唐山市丰南区南孙庄村，，灌溉灌溉

机器人给小麦浇水机器人给小麦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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