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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浪费水习惯可能来源于隔

代间的认知差异。我家安装有洗碗机，

但因家里做家务的主力是我婆婆，她总

觉得机器没法把碗洗干净，所以在把碗

放进洗碗机前都会手动先洗一遍。不

过，我喜欢洗碗机洗后餐具没有水渍，干

净得发光发亮的样子，这就导致我家洗

碗得用二次水。”对于家庭的用水浪费现

象，市民胡女士表示实为无奈之举。

同样认为家务费水的还有市民卢

先生。在他看来，妻子的“洁癖”让家

庭用水无形中浪费不少，“我爱人洗芹

菜会用专门的牙刷，用流水将菜茎通

通刷洗一遍，任何东西要用之前都要

冲水，我常说她的生活习惯就是‘过水

为净’。”说起妻子的用水习惯，卢先生

有些无奈，“水果明明洗过放茶几上，

过一会儿开吃前又要洗一次⋯⋯”

与卢先生的妻子一样，浪费水行为

也是不少市民的生活习惯。

“我刷牙不喜欢用牙杯，因为牙杯不

及时清洗容易藏污纳垢，所以都是用直

流水刷牙，感觉这样比较干净卫生。”谈

及自己的洗漱用水习惯，市民杨先生觉

得确实存在浪费，但刷个牙的工夫应该

也浪费不了太多水。盥洗过程不喜欢关

水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市民张女士身上，

她表示自己冬天洗澡会全程开着淋浴

头，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每次打开水龙头

都要被冻上一会，还能让淋浴间更暖和。

那这些日常不起眼的习惯到底有

多浪费水？据了解，普通家用水龙头的

流量通常在每分钟6升到12升之间，刷

个牙按 2 分钟的时间计算，就能浪费十

几升水，相当于二三十瓶矿泉水的量，

日积月累确实是不小的浪费。

市民家庭：不起眼的小习惯能有多耗水调查②

日常生活日常生活 你节约用水了吗你节约用水了吗
姐妹花记者探访公共场所、采访市民寻找答案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生活之首，用之不觉却失之不可。节水是个永恒的话题，作为典型的江南“缺水
市”，永康的水资源显得尤为重要。近些年来，我市更是以大手笔推进各项水源调度工程实施，以保障全民用水。

随着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当下，我市的节水工作迫在眉睫。去年 12 月，不少市民收到了一则关于节水倡议的短信。
为何“节水”二字如此高频地响于我们耳畔？我市到底有多缺水？市民的用水现状究竟如何？连日来，姐妹花记者通过明访和暗访
等方式，展开了调查。

我市处在瓯江和钱塘江的分水岭

上，素来有“鲫鱼背”之称，多年平均水

资源总量为 8.1 亿立方米，人均拥有水

资源量 840 立方米，只有全省、全国人

均拥有量的56%和44%，是江南水乡的

缺水之地。

我市 10 座水厂的水源地均为市域

内规模较大的水库，包括杨溪水库、太

平水库、三渡溪水库等。此外，60 处山

塘、6 处河道或山涧水均能作为备用水

源。但因水源地的水量和水质易受季

节、天气变化影响，譬如去年，我市遭遇

干旱天气，水库蓄水率较正常年份下

降，10 座水站因水源地无水而停运，导

致部分地区保供水的压力激增。

为保障全市居民的生产生活基本

用水，去年 12 月，我市启动了杨溪水

库底层应急取水工程，从而为前仓镇居

民解了用水的燃眉之急。

其实，早在此项工程实施之前，我

市早已开始布局“北部水源联网”工程，

力求通过对市域范围内水资源的合理

调配，能在抗旱保供中兜牢民生之底。

除了“开源”，我市在“节流”上也是

不遗余力。

我 市 农 村 的 供 水 管 网 大 多 建 于

2007 年前后，经多年运行，部分村内

管 道 漏 损 严 重 ，水 资 源 浪 费 时 有 发

生。如今，我市大多数村内管网通过

改造提升，让地下“看不见”的水浪费

在源头上得以解决。此外，通过不断

扩大规模水厂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建

设农村供水站提升水源供给保障、改

造取水制水设施等举措，市民用水也

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

变。据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市目前总供水能力达到 36.8 万吨/天，

完全能满足全市居民的基本生活用水

需求。

节约用水是一种美德，我们应牢

固树立“节水光荣、浪费可耻”的理念，

在生活中节约每一滴水，争当节约用

水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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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节流以解“缺水”之难我市现状

3 月 20 日下午 2 时左右，记者来

到位于南苑东路与城南路交接处附

近的取水点，此时取水专用车位上停

着3辆洒水车，正在取水。

记者在一辆洒水车上看到，连接

水阀和洒水车的水管有些老旧，不到3

米的水管有两三处大大小小的破损，在

水压的作用下不断往外滋水，最严重的

还属水管的两端连接处，或是并未拧紧

的缘故，涌出的水流速度快、水量大。

记者随即拿来一个550毫升的矿

泉水瓶，按着秒表开始计时。数据显

示，在水阀处用水瓶靠近接水，仅13秒

时间就将整个水瓶灌满了。记者重复

试验了几次，几处溢水口的数据大小差

不多。

按照这样的数据推算下来，每分

钟每处溢水口至少涌水 2.5 升，按照

一条接水管两头至少 4 处的水流计

算，每分钟就要溢出10升水。

记者向洒水车司机了解情况。

司机表示，这类小水管接满一车 10

吨水需 20 多分钟，而他们每天每班

人员大概需要来回接水、洒水七八

趟。

记者在现场还看到，在洒水车接

水专用车位上有好几个下水窨井盖，

但即便如此，这块区域也经常面临积

水现象。随后，记者也在附近打扫的

环卫工人处得到了验证。

“不管晴雨天都有很多水，在边

上搞卫生经常弄湿裤脚。”环卫工阿

姨告诉记者，“这个是井水，流下去还

好，但溪边经常有些矿泉水瓶放着，

里面还剩大半瓶水，这就太浪费啦！”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我市部分商

场和公园。

在宝龙广场的公共卫生间，记者看

到，所有的水龙头和厕位都装上了全自

动智能出水的系统，出水量在满足需求

的同时尽可能做到了最少；在南溪湾公

园等公共卫生间洗手池处，除了贴有明

显的节水标识外，公厕养护的公告上

也多次提及“节约用水”的要求。

记者随机询问了几位管理员，对

于市民节水意识的提升，她们也是深

有感触。

“现在大家都会用完即关好，而

且我们用的都是即热即用的电加热

水龙头，不需要放掉很多冷水才出热

水，用水量自然也不大。”公厕管理员

卢阿姨深有感触道，“以前有些居民

会把拖把带到公厕来洗，现在这种现

象几乎没有了。”

开栏语 3月22日是世界水日，3月22日-28日是中国水周。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节约用水条例》。由此可见，节约用水早已成为

全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为进一步宣传节水意识，营造我市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浓厚氛围，从今日起，本报推出“我们的节水亲体验”系列报道，

通过记者亲身体验等方式，呼吁更多市民关注节水问题、养成节水习惯。

我们的节水亲体验①W

记者进行接水试验

水管滋水太可惜

即热即用不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