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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新闻·民生

这两天，一张带味道的照片在杭州人的朋友圈刷屏：高高

的梅家坞龙井茶山上，竹竿支起了几排红通通的酱鸭。看看

照片就让人忍不住流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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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茶山挂起了酱鸭
连风吹过都是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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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地上是一座市民公园，里面有江南园林建

筑，有小桥流水亭阁，还有对外开放的网球场，地下则是

净水厂，所有的污水处理，全部在地下完成。

这是杭州余杭临平净水厂，浙江省规模最大的全地

埋式净水厂。经过 2 年的建设，这座净水厂已在今年 6

月投入使用，近期地面的市民公园也逐渐对外开放。

昨天，杭州市建委透露，今年是全杭州建成投运污

水处理厂最多的一年，随着市区七格污水处理厂四期等

四座污水处理厂的相继建成投用，预计到今年年底，新

增城市污水处理量75万吨/日。

净水厂上方的公园
成了周边居民的打卡点

临平净水厂的位置不难找，东湖快速路由南向北，

下了望梅路的匝道，掉头右转进入东湖南路，百来米处

的道路南侧有个入口。车子开进去，门口是一个园林水

池造景，然后是一幢江南园林风的建筑，四周都是刚刚

种植的绿化，远处还有水池、小桥、凉亭。

临平净水厂是全地埋式的，也就说，整个净水厂，都

藏在地下空间里。最显眼的江南园林建筑，其实是净水

厂的管理用房，走进里面，坐上电梯，就能下到污水处理

空间。和常规的污水厂很不一样，这里的所有净水设

施，全部封闭在东西两侧的大空间里。走廊的墙面上的

普及知识展示很清楚——日处理 20 万吨，污水的处理

从预处理到水解池，再到提升水质的MBR膜处理，最后

排放到钱塘江。

“目前净水厂处理的是临平副城区域的污水。”余杭

水务工作人员介绍说。

地上部分约 200 亩，做了集“人工湿地+江南园林+

市民休憩+运动休闲+文化展示”功能于一体的市民公

园，地下圈了74.2亩的空间，建起了两层的净水厂。

实际上，净水厂全部埋到地下，增加额外投资约

40%，但好处是很明显的。工作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这个净水厂，节省土地约60%，增加绿化面积约20%，不

仅极大改善周边生态环境，而且也合理利用了沪杭高速

与东湖路互通匝道内土地，而且节省的土地价值远高于

项目投资，为周边地块开发腾出了新的空间价值。”

工作人员说，周边就是红联社区，最近这段时间，公

园绿化慢慢丰富起来了，来公园玩乐的市民都从四面八

方涌了过来，每天，江南园林的造景前，都有不少人拍照

留影。“过去人们以为的污染点，现在成了景点。”

杭州探索
湿地公园和污水处理“一体两用”

在杭州，这样的花园式、生态式净水厂在慢慢增加。

已经建成的七格污水处理厂四期，是杭州第一座半

地埋式大型污水厂，上盖一座集科普教育、体育运动、休

闲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生态公园，服务周边居民生活休

闲；之江净水厂为全地埋污水厂，上建停车场，服务之江

医院与周边居民；正在规划建设的城北净水厂，采用水

处理构筑物全地埋结合地面操作层建设形式，并与公交

停保基地配套建设。

杭州市建委透露，湿地公园和污水处理“一体两

用”，可以说是杭州的创新，是对生态共融的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新模式的探索，“以前市民都是谈污色变，现在花

园式、地埋式污水厂，有湿地公园、有健身娱乐设施，最

关键的是没有异味，反而成了很多高颜值网红打卡地。”

杭州污水厂排出来的水
高于国家标准

净水厂建得好，那么净水能力和出水标准呢？

2016 年，杭州所有城镇污水处理厂全部完成一级

A提标改造。

“杭州现在污水处理排放出来的水，均已达到国家

最高标准。”杭州市建委的相关负责人透露。

今年，浙江省提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

划，杭州计划完成 14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技术改造，使出

水部分污染物指标优于一级A标准，预计到2022年底，

实现“浙江标准”全覆盖，让杭州的水更清。

再来说说杭州的污水处理规模。

“实际上，杭州主城区有 500 万人口，日用水量在

150-160万吨之间，大概有130万吨的污水需要处理。”

市建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2016 年以前，主城区污水处

理主要依赖七格污水处理厂和城西污水处理厂，其中七

格污水处理厂一、二、三期，设计能力 120 万吨/日，现状

平均日处理水量116万吨，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每天

大部分生活污水依靠污水管网、泵站向东输送，如果区

域管网维修，那么污水处理进度就受到影响。

今年年初，杭州市建委明确实施钱江四期等11座污

水处理厂新扩建项目，仅主城区七格污水处理厂四期及

城西污水处理厂二期的运行达标排放，就可实现日处理

规模新增35万吨，预计到2022年，杭州全市域范围内污

水处理能力达到400万吨/日以上，污水处理承载能力大

幅提升。 本报记者 余雯雯 通讯员 杭建宣 钱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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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下旬，正是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茅

家埠村、梅家坞村、双峰村、满觉陇村等各村

村民晾晒酱鸡、酱鸭、酱肉的时节。此时，连

吹过的风都是香的。酱鸭挂出来了，意味着

离过年更近了一步。

昨天上午，本报记者去这几个地方走了

走。

刚走进梅家坞村，就被家家户户门口一

字排开的酱鸭给震撼了。茶园几个入口道路

全被密密麻麻的酱鸭占满，一排排栏杆上挂

满了一排排酱鸭。

守建茶楼的梅大姐做了20多年酱鸭，有

很多客户。“天还热的时候，就有客户打电话

说要多少只酱鸭，让我先备着。”

前一个星期，因为天气暖和，梅大姐开始

做起了酱鸭，比往年提早了一两个星期。

梅大姐一次性从菜场订购了500多只鸭

子。“这订购量不算多。我去年做了 1500 只

酱鸭仍不够卖，临近过年就没了，我们自己都

没得吃。”今年做的第一批酱鸭，要先给已经

预定的客户寄过去。

梅大姐从菜市场挑来的鸭子重量都在四

五斤。太大的鸭子，酱油煮不进去不好入味；

太小的鸭子，卖相不好看。

放入白糖、生姜、料酒、香料、八角等七八

种调料，滚锅大火煮开，“等尝到甜甜的滋味，

酱料就好了。”

鸭子放进冷却的酱料缸，浸泡三天两夜，静

待入味。两口酱料缸，一次能泡200只鸭子。

鸭子泡好后，用竹竿撑开胸腔，一一挂

上。赶上天气好，晾晒十多天就变成喷香的

酱鸭了。

“趁着前段时间天气好，已经卖掉四五十

只酱鸭了。今天挂出去的 400 多只鸭子，大

约月底能好，就寄出去。”

从开始做到成品，手工需要个把月时

间。梅大姐的女儿说，现在蛮少手工做酱鸭，

“机器能很快做完整套程序，但妈妈还是坚持

手工，说这是杭州人老底子的味道。”

守月茶楼的梅先生这次做了100多只酱

鸭，挂在高高的龙井山上，“茶山高，太阳足，

酱鸭晒得好一点。”

他另外还做了几十只咸鸡。“咸鸡做法蛮

简单的，给鸡全抹上盐，静置一两天，洗掉盐，

晾个两三天就成了。”每一年，梅先生的咸鸡

也有几百只的销量。

其他酱货，比如酱肉，在什么时候开始做

呢？

“酱肉要到下星期至月底才会开始做。

酱鸭做法比较复杂，需要温暖天晾晒，所以一

般比较早做。像酱肉、咸肉这类，做的时候天

气越冷越好，天气热了会坏。每年，梅家坞村

销量最好的是酱鸭，酱肉销量不大，所以做的

也不多。”

再说，今年猪肉价格节节攀升，“做酱肉

这个价格不太吃得消，量会减少点。”

本报记者 章然

扫一扫，看梅

家 坞 晾 晒 酱

鸭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