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水务系统监测显示，您家近期

用水量异常。”前不久，市民赵先生接到

96390清泉热线的温馨提示，检查后发现，原来

是自家马桶的排水阀故障导致漏水。这个提

醒，帮他省下了一笔水费——

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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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水厂平流池。 （王力平 王博 摄）

所谓“智慧水务”，就是通过
数采仪、无线网络、水质水压表等
在线监测设备，实时感知城市供排
水系统的运行状态，采用可视化的
方式有机整合水务管理部门与供排
水设施，形成“城市水务物联网”，
将海量水务信息进行及时分析与处
理，并做出相应的处理结果辅助决
策建议。

当前，全国各地正致力于建设
新型智慧城市和智慧水务，利用大
数据存储与管理技术，以更加精确
和动态的方式管理水务系统的整个
生产、管理和服务流程，最大限度
降低管网漏损率和运营管理费用。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
东，智慧水务发展经历了水厂监

测、管网 GIS 系统、智能化管理三
个阶段。目前，东部沿海地区的智
慧水务建设成果突出。绍兴“智慧
水务”系统降低漏损率全国领先；
杭州萧山在依托“智慧水务”开展
涉水项目精细化管理上经验比较成
熟；宁波在水利模型构建和智能化
便民服务方面成效显著。

国外智慧水务应用比国内早，
尤其是在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
上。英国在早期信息化建设中就重
视生产数据的分析及应用，水力模
型的建立也比较早。美国把智慧水
务当作长期战略，其中旧金山公共
事业局在系统维护方面每年能为员
工节省 9600 个小时。

（王博 整理）

国内外智慧水务经验一览

“世纪大道通途路口液位计显
示 4.68 米 ， 超 过 警 戒 指 标 6 厘
米。”8 月 2 日上午 9 时，世纪大道
通途路口管网液位计向宁波市水务
环境集团“智慧排水”中心发送实
时管网液位信息。平台根据这一信
息，向沿线污水厂、泵站、管网责
任人发送预警信息，提醒他们加强
管线巡查，做好防范工作。

市水务环境集团从 2009 年开
始打造地理信息系统，依托该系统
在市中心范围内的 663 公里管网上
布局“智慧排水”检测点位，市区
内 56 个泵站、5 个污水处理厂、8
个沿江闸门和 10 个重点下穿立交
实现了 24 小时智慧排水系统工作
模式。

“‘智慧排水’系统可实现数
据自动监测和传送、及时预报预警
及防汛信息多维关联分析，除了液
位计检测水位，还有仪表监控泥浆
浊度，实时整合泵站、污水处理厂
和管网的整体运行信息，为泵站和

污水处理厂安全运行、节能降耗、
减少溢流等提供决策依据。”市水
务环境集团排水部门副总经理沈万
峰介绍，该系统平日里可整合在线
监测、巡检、舆情等各类信息，还
能实时查看卫星云图、实时雨量、
河道水情等，特别是在汛期实现多
部门之间的协同，为防汛抗台、突
发事件处置管理提供支撑，提高企
业应对排水系统突发事故的能力。

据介绍，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
有限公司已于 7 月 16 日挂牌成立。
集团成立后，在整合原有供排水集
团、原水集团资产资源的基础上，
将以水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线，向产
业链两端延伸，形成集蓄水、输
水、制水、供水、净水、排水、污水处
理、中水回用等于一体的水务全产
业链，实现从“天降水”到生产生
活用水、污水排放回用“一条龙”。

眼下，为迎战台汛期，宁波市
水务环境集团排水部门正在加紧开
展 2020 年落水井改造工程，计划
对世纪大道 （兴宁路-江南路段）
两 侧 共 128 处 雨 水 落 水 井 进 行 改
造，目前已完成改造 82 处，所有
改造任务将于本月完成。

“智慧排水”打造智能联动体系

“智慧水务”惠泽千家万户

记 者 王 博
通讯员 顾芳晖 王力平 管贻君

高温模式开启以来，宁波城市供水
迎来用水新高峰。7月 18日起，中心城区
连续多日供水量突破 140 万立方米，其
中 7 月 23 日 146.1 万立方米 、8 月 1 日
144.9万立方米，直逼去年的日最高用水
量146.6万立方米。

在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智慧水务系
统的精细化调控下，境内外九大水库、五
大水厂、主城区的居民小区和 10万家重
点生产型企业的水表全部集纳上网，水
库放多少水、水厂产多少水、哪个片区用
水紧张、哪里管道破损……全部实现了
一张网智慧化精准掌握。

这样一来，尽管是夏季用水高峰，但
通过智慧监测科学调度，城市水务管理
部门能把每一滴水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既保障了城区广大市民和企业的用水需
求，也能使漏损率降低 1个百分点，一年
可以节约自来水近450万立方米。

宁波虽降水量充沛，但降雨时
间和空间分布并不均衡，人均水资
源占有量 940 立方米，仅为浙江省
平均水平的 56%。与此同时，宁波
缺少超大型水库，水库数量有限，
且西南地区大中型水库多、人口稠
密的东北地区少，水资源和水需求
的“错位”，不可避免地造成我市
水质型缺水的事实。

在高温伏旱期，有些地区的水
库蓄水量较为充裕，而有些地区的
水库蓄水量则已处于限供水位；进

入汛期后，蓄水量充裕的需要预排
预泄，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水资源
浪费。

水库群联网联调的设想就此产
生。“当一个水库遭遇强降雨，水
位迅速攀升，其中的超汛限洪水不
再作为弃水，而是通过隧洞和管道
流往缺水的水库；当一个水库严重
缺水时，也可以从其他水量充裕的
水库调水补给，确保当地居民正常
用水。”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原水
部门相关负责人说。

从酝酿到建设，我市历时十数
年打造水库群联网联调工程，力图
从根本上改变供水格局。在整合各
区县 （市） 境内白溪、周公宅、皎
口、横山、亭下 5 座大型水库，横
溪、三溪浦和溪下 3 座中型水库及
境外引水工程钦寸水库资产资源，
通过隧洞和管道工程联网互通，构
成 互 调 互 济 供 水 网 络 的 基 础 上 ，
我市又把东钱湖水厂、毛家坪水
厂、北仑水厂等通过直径 2 米以上
的管道串联成供水“朋友圈”，根

据高峰期市民用水需求逐步调整供
水量。

水库水厂联网，为“朋友圈”
的各成员提供了“互保”，有效打
破了“一库一水厂”的固有供水模
式。若其中一个水库突然出现水
质问题，水务部门就会及时启动
应急模式，调动其他水库的原水
供应该片水厂，保障居民正常用
水。眼下，宁波东线引水工程已
将白溪、横山、三溪浦几座大中
型水库串联供水，待水库群联网
联调 （西线） 一期工程正式投产
后，可向东线的江东水厂补充供
水，进而改变宁波东西线供水不
平衡的局面。

“联网联调”开启城市供水新格局

“您好，我是宁波市水务环境
集团的工作人员，我们智慧水务系
统监测显示您家里近期用水量异
常，建议您检查有没有漏水的地
方 。” 前 不 久 ， 市 民 赵 先 生 接 到
96390 清泉热线电话的温馨提示，
经检查，发现是自家马桶排水阀衔
接不牢固导致漏水。这个提醒，帮

他省下了一笔水费。
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在全省率

先打造“智慧水务”供水模式，自
主设计了集综合调度、云计量、在
线水力模型、大数据中心等功能于
一体的智慧供水平台，打造了智能
化中央控制室，市区各区域的水
压、水量、水质一目了然。目前，

在我市海曙、鄞州、江北、镇海及
北仑区，像市民赵先生这样安装了
智能水表的用户共有 21 万户，分
布在近 300 个居民小区和近 5000 家
重点生产型企业。

在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的智能
化中央控制室里，记者看到了一块
巨大的屏幕，实时展示着宁波境内

外 9 个水库、集约制水的 5 家现代
化水厂、高效配水的全长 47.3 公里
的城市供水环网、5298 个在线监
测点、520 多个智能加压泵房等设
施的运行情况。

“一旦管网供水压力或者供水
量有异常，系统会自动报警。”宁
波市水务环境集团供水部门副总工
程师刘青友说，这套系统能够降低
1 个百分点的漏损率，一年可以节
约自来水近 450 万立方米，相当于
节约了三分之一个西湖的水量。

“智慧供水”实现用水精细化管理

宁波水库水厂“联网联调”示意图。（顾芳晖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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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②】

均衡化，县域就诊率力争90%

当地第一台无痛分娩手术、第一次远
程医疗会诊、第一个远程医疗中心⋯⋯
自 2018 年 4 月开始，在国科大宁波华美
医院、奉化区卫生系统的全力支持下，宁
波已有累计 37 名专家在安图开展“组团
式”实地帮扶。

短的一两个月，长的一年半，这些专
家从各自的专业特长入手，为安图县人
民医院的人才、技术、重点专科的发展和
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大大提升了当
地的重点学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人
员培训的水平。

“在帮扶医院的支援下，预计到 2020
年底，安图县人民医院能够承担县域居民
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危急重症抢救与疑难
病转诊的任务，使县域就诊率突破 90%，基
本实现大病不出县。”云庆军说。

针对交通不便、医疗资源相对松散的
现实，眼下，来自奉化区中医医院医共体
的胡栋正在全力帮助当地建立安图县医
共体，希望将各级基层卫生院资源和县级
医院资源再整合，加快医疗资源的均衡
化。

松江镇距离安图县人民医院 100 多公
里，村民做个检查往返就需要一天时间。现
在，松江消化内镜诊疗特色分院正在建设
中，针对当地村民消化系统疾病高发，将通
过技术下乡、人员培训、远程会诊等形式，

争取 2 年内使松江分院具备基本消化内镜
操作技术。

安图县人民医院已于 2019 年建立远
程影像中心、远程心电诊断中心，以县域医
共体建设龙头单位为依托，在乡镇卫生院
投入使用可移动式远程门诊远程查房一体
机、远程心电采集车，在贫困村卫生室投入
数字心电采集仪，有效实现“国科大宁波华
美 医 院/奉 化 区 各 医 院 － 安 图 县 人 民 医
院－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四者互联
互通的资源共享中心。

截至目前，这个“四级远程诊断体系”
已完成远程心电会诊 700 例，远程影像会
诊 200 余例，远程查房 6 次，体征数据上传

（血压、血糖值）3.4 万余人次，远程智慧医
疗成效初显。

【紧接第1版①】截至 6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
运用央行低成本资金累计向 141 家名单内企
业发放防疫优惠贷款 71.3 亿元，向 1.6 万家企
业和农户发放专用额度内的优惠贷款 169.9
亿元，为小微企业累计提供无还本续贷贷款
230.6 亿元，助其节省贷款周转成本。产品供
给端发力，民营企业融资更便捷。疫情防控期
间，全市金融机构主动突破传统抵（质）押方
式、贷款审批等限制，线上业务、指尖业务获
得超常规发展。6 月上旬，宁波云上产融对接
平台正式上线，一个多月来累计达成签约
3811 笔，意向融资 543.4 亿元。我市还通过

“财政+银行+担保”“银行+保险”等模式，专
门为缺乏抵押物和轻资产的小微企业提供担
保贷款。上半年，全市小微企业、城乡创业者
和农业种植户，在城乡小额贷款保证保险支

持下累计获得贷款 27 亿元。
联动开展金融服务企业对接活动，畅通

融资渠道。今年以来，我市组建了万人金融服
务团，选派金融专家和区域服务小分队，对接
服务全市上万家企业。截至 6 月末，共排摸
企业融资需求 1878.4 亿元，累计授信 2584.9
亿元，放贷 896.4 亿元。同时，试点开展首贷户
拓展专项行动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提升专
项行动，累计对接制造业企业项目 2441 个，
发放贷款 410 亿元，走访重点园区和企业 1.4
万家。

数据显示，截至 6 月末，全市金融部门累
计推出各类跑改项目百余项，其中 93%的项目
实现“跑零次”或“跑一次”，相关项目平均减
少跑动次数 1.56 次，缩短办理时间 0.97 天，减
少材料3.31份，进一步优化了金融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