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掀 起 节 水 新 风 尚

从 严 管 好 水 资 源

清 水 潺 潺 ，候 鸟 翩 翩 ，市 民 悠

闲地漫步在汾河两岸，享受这份惬

意与自在——美好的这一切，因水

而生。

作为一座严重缺水城市，太原

始终坚持节水优先，通过加强组织

领 导 、规 划 引 领 、法 治 保 障 、科 技

创 新 、资 金 投 入 ，激 活 节 水 内 生 动

力 ，有 效 提 高 了 用 水 效 率 ，推 动 了

节 水 管 理 各 项 工 作 的 开 展 。 自

2002 年 被 授 予 全 国 首 批“ 节 水 型

城 市 ”称 号 后 ，太 原 又 于 2006 年 、

2011 年、2015 年、2019 年、2023 年

连续五次顺利通过复查验收，并继

续保持国家“节水型城市”称号。

备受瞩目的太原武宿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现场，钢筋的碰撞声、大型机械的轰鸣声、工人师傅的吆喝声，组成

了一曲火热的劳动之歌。未来，太原武宿“零碳机场”将在不消耗煤炭、石油等能源的情况下，以光伏、中深层地热、空

气能等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为基础，以多形式储能、建筑光储直柔、多能互补综合利用、绿电高效消纳、能碳智慧管理

为支撑，推动机场用能方式实现全面绿色低碳转型。

建筑业是我国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领域之一。近年来，太原市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完善配套政策，推动绿色

建筑全面发展，建筑产业“绿色”占比持续提升。从绿色建材到绿色装配，再到对既有建筑的绿色化改造，越来越多的

建筑“绿”起来，不仅让城市更美，也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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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原 宝 藏 地 建 筑“ 绿 ”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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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披满“绿”

初秋 8 月，太原武宿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建设
正酣。项目建成后，将通过智慧能源运维控制中心全时
监控，调整峰谷用能平衡。同时，配合机场内电动车辆

“光储充”智慧调度等低碳技术应用，大幅降低机场碳排
放，实现低碳乃至“近零碳”目标。

在建设期内，项目已从各环节上为“零碳”做足了准
备。T3 航站楼按照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设计，建筑全
部采用节能保温材料，降低热传导。在项目范围内共打
了近 30眼地热井，利用地下 2000多米的地热资源，解决
机场供热需要。同时，光伏发电板的安装，除在机场陆
侧建筑应装尽装外，还在国内首次实现飞行区域内较大
规模地放置，在保证飞行安全的情况下，增加光伏发电
量。“零碳机场”的最终目标，不仅满足机场能源需要，还

有望向周边居民输出绿色能源。
建设“零碳机场”，只是太原地标披“绿”的一个缩

影。潇河国际会议中心，承载着全省会展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使命。其一身“新”与“绿”，不仅仅是亮点，还赋
予城市品质生活的升级。在潇河国际会议中心北展连
绵起伏的屋顶上，架设有 3万多平方米的屋面光伏板，会
源源不断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通过应用三玻两腔中空
Low-E 玻璃幕墙，减少了热损失，使建筑供暖空调负荷
降低 15%；智慧建设运行总部采用光储直柔微电网和地
热能转化技术，有效降低建筑运行过程中的电力消耗；
而下凹式绿地、透水铺装、雨水调蓄池等海绵设施，通过
渗、滞、蓄、净、用、排，使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 80%

以上……

小区换“绿”装

说到碳排放，人们马上联想到的是工厂、飞机和机动
车的减排。其实，建筑本身就是一个碳排放大户。据测
算，建筑全过程碳排放总量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一半。
所以，实现“双碳”目标，绿色建筑是关键。近年来，太原大
力推动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持续提升建筑能效水平。

“小区换‘绿’装，家里温度提升了三四摄氏度。”老军
营小区建于 20世纪 80年代，是全市最大的老旧小区。61

岁的刘阿姨和老伴儿住在一套 60 平方米的小两居。之
前楼外没有保温层、窗户密封也不好、楼体外立面还有破
损，不仅消耗过多能源，产生大量碳排放，也让刘阿姨苦
不堪言。2020年 4月，小区启动房屋节能改造，把楼房外
墙保温层厚度增加一倍，为居民家里装上了密封性更好
的中空塑钢窗，同时在屋面及地下室顶板都加装了保温
层，形成封闭式保温体系。完工后，小区环境面貌改善，

“新居”舒适度明显提升，能耗降低了 75%。
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对推进城市品质提

升和城市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太原市城六区
已有 600余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为 18余万户居民带来
了更舒适、节能的居住环境。政策持续落地，除老旧小

区换“绿装”外，新建的绿色建筑也在拔节生长。近年来，
全市已有多个项目入围绿色建筑创新项目：“中铁花语堂
项目 9 号楼”三星级绿色建筑，采用可复制、可推广的绿
色外墙节能技术，高效空调设备；“丽华北项目 1-10 号
楼”二星级绿色建筑，运用 5G 物联网技术、新风除霾技
术、能耗监测系统；“国际会展金融科创城一期 1、2 号
楼”三星级绿色建筑，太阳能光伏发电建筑一体化……

建筑向“绿”行

建筑节能，绿色拥城。随着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绿
色建筑的内涵外延也发生变化。从 2022 年开始，山西
鼓励新建民用建筑采用智能建造、装配式建造技术。在
此背景下，太原市大型房企都在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如
发展绿色建筑产业链，成立绿色建筑研究基地，自主研
发高质量建造体系，聚焦绿色环保建造科技。

位于太榆路与许坦东街交叉口的晋建迎曦园是全省
首例装配式钢结构高层一体化住宅。项目整体装配率达
94%，所用箱型钢结构梁、柱全部产自山西建筑产业现代
化（潇河）园区。据介绍，装配式建筑所用的装配式构件，
或者是部品部件，在工厂通过自动化生产线生产，由计算
机精确控制，杜绝了材料的浪费，在运到现场以后，组装
的过程相比传统方式，可减少建筑垃圾 70%，节约木材
60%，节约水泥砂浆 55%，减少水资源消耗 25%。

从老旧小区改造，到推广装配化建造方式，再到绿
色生态住宅小区，太原绿色建筑蔚然成风。近日，太原
发布《国家碳达峰试点（太原）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加
快推进城镇既有居住建筑二期项目剩余面积节能改造，
推动未达到节能标准的国家机关既有公共建筑、政府投
资及部分政府公益性既有建筑实施改造，逐步开展绿色
农房建设。与此同时，推广装配化建造方式，推进钢结
构装配式住宅试点,支持建设零碳建筑、近零能耗建筑
和超低能耗建筑，推动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

向“绿”而行，一个低碳、充满活力的太原触手可及。
记者 梁 丹

政策是行动的先导。太原历来高度重视
节水工作，先后制定出台《太原市水资源管理
办法》《太原市城市节约用水条例》《太原市城
市供水管理办法》《太原市城市排水管理条例》
等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同时，结合“全国城市
节水宣传周”等主题，我市组织开展丰富多彩
的节水护水活动，通过绿色骑行、青少年主题
书画展等形式，让节水宣传进校园、进社区、进
企业。

位于清徐县经济开发区内的山西美锦华盛
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每年生产 385万吨焦炭、
30 万吨乙二醇等化工产品，是传统的高耗水行
业。公司在设计阶段就将节水纳入投资范围，
投产了国内产能最大的干熄焦装置，每年节约
用水 150 万吨，在全国首家使用冷凝水回收装
置，每年收集冷凝水 215 万立方米，节省 5000

余万元。 2023 年，公司焦炭（含乙二醇、LNG

等）废污水回用率达到 97.1%、工业用水重复利
用率达到 99.2%，成为我省传统产业转型绿色
发展、实现煤炭“物尽其用”“零废物生产”的践
行者。

太原市在十县（市、区）率先建成节水型社
会达标县域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公共机构节水
载体创建。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市水务
局、市城管局配合，动员全市公共机构共同参
与，掀起了市级机关、事业单位的创建热潮。
2021 年至 2023 年，太原市共计完成创建节水
型机关 49个、节水型事业单位 87个。

至 2023 年底，太原市共创建节水型单位、
校园、小区 166 个，节水型企业覆盖率 38.68%、
节水型单位覆盖率 18%、节水型小区覆盖率达
到 15.02%。

城 市 日 常 用 水 ，是 节 约 用 水 的 重 点 领 域 之
一。在老军营三社区太原市市政建管中心宿舍，
在楼房落水管下方以及绿地旁，都放置有水箱，
用于收集雨水灌溉绿化带。作为 2023 年度刚刚
创建成功的节水型小区，居民们节水热情高涨，
推举热心公益的居民担当小区节水宣传员。

对于太原的众多公共建筑来说，节水举措已
成为“标配”。在规划设计建设期间，太原植物园
就贯彻“海绵城市”理念，主体与节水措施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在收集雨水过程
中，除了铺设地下管道外，还利用地表天然草沟
汇聚雨水，沿缓坡自然流入景观湖泊，兼顾了景
观美化。据介绍，太原植物园绿化面积 120公顷，
每年实际浇灌用水需求 120 万立方米至 150 万立
方米，通过“海绵城市”蓄积雨水收集再利用，每

年节约用水量 30万立方米至 50万立方米。
通过落实节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制度，太原向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要节水效益。花园国际大酒
店在规划设计初期，没有中水系统。在项目报批
过程中，太原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中心多次与建
设单位沟通，按照节水“三同时”规定，要求酒店
增设中水系统。最终，酒店将所有的污水、废水、
雨水、雪水，全部回收并集中处理，二次利用。目
前，该酒店每天使用中水大约 100吨，主要用于绿
化、冲厕、冲洗路面，年节约费用 18 万元，成为节
水“三同时”的受益者。

一滴水映照着一个地方生产生活方式的底
色。近年来，我市持续对老旧小区供水管网和户
表进行改造，供水管网漏失率目前已降至 9.22%。

7 月底，再生水回供南沙河河道补水项目开
始招投标。依照招投标公告，通过向南沙河引
水，每日实现再生水回用 3.6 万吨。而再生水回
供景观水体示范项目——九河复流工程，已铺设
再生水管网 135.5 公里，建成加压泵站 1 座，设计
供水能力 15.1 万吨/日。此外，蒙山大街（晋祠路
口—滨河西路口）5.7 公里长再生水管线，也在 7

月 28日全线连通，为城南污水处理厂再生水输送
至河西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越来越多的再生水，为太原这座严重缺水城
市“解渴”，成为稳定的“第二水源”。位于晋阳污
水处理厂西北角的太原市再生水综合利用示范基
地，城市污水经处理后变成高品质且水量充沛的
再生水，通过太原再生水 2号晋阳泵站，沿滨河西
路南延和开南路再生水管线，输送至清徐经济开
发区各用水企业。该项目投资金额达到 5 亿元，

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再生水利用标杆示范工程。项
目一期日供水量可达到 6万吨，二期可达到每日 9

万吨。通过采用超滤加反渗透的双膜法工艺，出
水水质堪比纯净水。

山西三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去年 9 月
起，日回用市再生水综合利用基地的再生水 1000

余吨。由于再生水的水质好、硬度低、杂质少，所
需的杀菌剂等药剂使用量也大大降低，同时减少
了设备清洗次数和工作人员工作量，用水成本下
降了 30%。

据统计，我市城六区已建成 7座污水处理厂，
日均处理能力 108 万吨，其中 33 万吨再生水被回
收应用于工业生产、城市保洁、园林绿化、生态补
水等领域。

“节 水 太 原 ”，正 成 为 并 州 城 又 一 张 闪 亮 的
名片。 记者 任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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