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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三

□本报记者 黄佳畅

苑宝玲

苑宝玲，博士

毕业于中国科学

院生态环境研究

中心，承志学者特

聘教授，博士生导

师。现任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副

院长，厦门市政协

委员，教育部给排

水科学与工程专

业教学指导分委

会委员，厦门市城

市水环境生态规划与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市政与

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近年来，她作为厦门市海绵城市建

设咨询专家，积极服务于福建省海绵试点城市建设、城市

黑臭水体整治和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主持了厦门市岛

内外多个区政府和建设环保部门委托的黑臭水体整治、

海绵城市建设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工程技术咨询、施

工图设计等项目，为厦门市乃至福建省的环境治理和生

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服务海绵城市建设 不断解决新问题

海绵城市是新一代城

市雨洪管理概念，是指城市

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

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

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

的弹性，通过“渗、滞、蓄、

净、用、排”等措施，将雨水

蓄存并加以利用，实现雨水

在城市中自由迁移。这个概

念近年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成为低碳城市发展、智慧城

市形成的创新表现。2015

年，厦门市进入第一批全国

海绵城市试点城市。为此，

市政府组织召开了专家会

议，苑宝玲作为环境治理专

家被邀请参加。会上，她提

出了自己对海绵城市建设

“规划先行、系统设计”的

创新理念并被采纳，此后

她便一直为海绵城市建设

服务。

一直以来，厦门市城市

内涝问题都较为严重。厦门

市海绵城市建设最早要解决

的，就是城市内涝问题，做到

“大雨不洪涝，小雨不积水”。

而作为一个南部沿海城市，

厦门市的年降水量可达

1200mm，想要将多余雨水通

过“快排”方式排出几乎不可

能。苑宝玲在了解海沧区试

点区的情况时发现，当地的

容积率绿化率都很低，没有

足够的地方将雨水下渗搜

集。苑宝玲和她的团队因地

制宜，对下凹式绿地、雨水花

园等低影响开发（LID）技术

进行研究，使雨水能通过绿

地下渗，为缓解管道的排水

压力工程提供技术服务。她

还带领团队对海沧区试点区

内的土壤和水系水质进行

了长期的监测和评价，建立

了全国首个智慧海绵城市

在线监测示范点，收集 4 万

多个数据，建立数学模型来

估算污染物的负荷，通过

LID 技术对污染物的消减

量来指导 LID 技术类型的

选择，为海绵城市建设提供

初期背景数据、中期质量控

制和后期考核评估进行全

过程服务。

在海绵城市建设过程

中，苑宝玲发现，单是控制城

市水量并不能完全解决水体

问题。如何净水以及将净化

完的水投入使用，也是海绵

城市建设、改善城市水环境

的的重要部分。于是，她又带

领团队着手于黑臭水体整

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工

程。她重点参与了厦门市海

沧区主排洪渠、同安区埭头

溪 2 条国家环保督察重点考

核黑臭水体的整治。针对农

村生活污水收集难、处理

难、管养难等“三难”问题，

推进开展同安五个行政村

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看着

原本的“墨汁水”变得清澈，

农村污水收集的“毛细血

管”被“打通”，城市水环境

做好“学科带头人”言传身教带学生
多年对水环境的研究工作，苑

宝玲有了丰硕的成果。她先后主持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基金等科研项目 40 余

项，已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研究

论文 80 余篇，参编外文专著 1

本，出版中文专著 2 本，申请发明

专利 30 余项（其中授权 15 项）。

2011 年她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计划”；2018 年，入选福建

省“百千万人才工程”领军人才和

“厦门市三八红旗手”；所带领的

“城市水安全保障”团队入选“福

建省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并于

2006 年荣获“福建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2015 年获“福建省科技进

步三等奖”。

作为华侨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市政工程系的教授博导，苑宝玲培

养了不少学生，已经毕业的硕士、

博士有 60 余人。她对学生们的要

求，就是在进入实验室研究前期，

必须进行专业实践，到现场去实

习、体验。她认为，参与社会实践的

过程，是更好地理论联系实践和从

实践中发现问题的学习过程。

“如果我们做研究而不做社会

服务，在实验室里仅凭‘想象’去人

为制造实验条件，很可能跟实际情

况相差甚远。”苑宝玲说，“通过社

会服务项目，我们了解到社会的真

实需求，我们的研究才有意义。”从

社会服务中凝练科学问题，是苑宝

玲做研究的一个方式。她认为，这

样才能衍生对科学问题的深入探

讨，使得研究不断创新，再反馈给

社会，形成良性循环，才能够有技

术上真正的革新与进步。这也是她

为什么要求学生必须参与社会实

践的原因。

作为一名老师，在培养学生方

面，苑宝玲也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她觉得，老师不仅是传授给学生知

识，“育人”才是最“核心”的。教给

学生知识，还要教给他们做人的道

理。她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只

是“会学习”，还应该是一个全面

的、丰富的人。

“我虽然把重心放在工作上，

但我跟学生之间并不是很严肃的。

我希望学生们是有生活情趣的、乐

观幽默的人。”苑宝玲说。她对学生

的培养，侧重于培养做事能力和思

维方式。“希望他们毕业以后，无论

从事哪个专业，都可以成为专业领

域内的一流人才。”她说。

工作至今，苑宝玲已经从教

18 年。在她从教 10 周年的时候，

已经毕业的学生们给她做了个纪

念小册子———《水处理之苑》。他

们收集自己的生活近照以及与家

人的合照，每人都给老师写了当

年读书时的一段回忆，还有他们

毕业多年后的感触与领悟。这让

苑宝玲回想起来特别感动。

履行政协委员职责 积极建言献策

一天天变得更好，苑宝

玲觉得十分欣慰。

2020 年春节疫情期

间，因为担心农村污水

处理不当会产生病毒传

播，苑宝玲和厦门市市

政园林局工作人员一

道，深入集美、同安、翔

安各区，把好农村生活

污水和农村垃圾处理

关，对各区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设施疫情防控

措施进行现场技术指

导，并向政府提交了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

施疫情防控措施指导

建议》，防止疫情通过

污水、垃圾传播。

苑宝玲说，自己是个“闲不住”

的“热心人”。身为厦门市第十三届

政协委员，她也积极提案。到目前

为止，她共提交提案 12 个，立案 8

项，内容涉及环境治理、道路规划

改造、医疗服务、老城保护等多方

面。其中，有关于环境治理的《关于

消除城市黑臭水体治理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和建议》、《关于尽快启动

非正规垃圾堆埋场的规范化管理

和处理处置的建议》、《关于持续推

进厦门市农村污水治理，加强网管

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保障农

村振兴的建议》等，也有她在深入

一线调研过程中发现道路问题而

提出的《关于打通柯厝断头路，为

特殊儿童打开“急救生命通道”的

建议》等。

“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的

工程。在今后的城市建设中，我们

要将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融入到

我们的项目中，这样慢慢‘渗透’，

才能‘刮骨疗伤’，让整个城市的水

生态水系统健康起来。”苑宝玲说。

“我们在高校‘象牙塔’中做基

础研究的人，通过国家政策的带

动，让我们的专业能参与到社会服

务中去，了解到真正的社会需求是

什么。这对我们团队的成长，是千载

难逢的机会，也让环境这个产业迎

来了朝阳。”苑宝玲感慨到。接下来，

她希望将入围国家一流专业的给排

水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好，继续服

务厦门市海绵城市建设，为厦门市

打造“两高两化”城市贡献一份力量。

全国 个城市副市长学习厦门市海绵城市建设

为 20多个“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 67位环保官员培训海绵城市建设

服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