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绿公司”、“绿产业”很

时髦，其实这个“绿”字可以不单

单从生态意义上去理解。

商业大咖们碰撞出许多火

花。日前在沈阳举行的中国绿

公司年会，王健林和马云就来了

一次面对面问答。王健林说，要

勇敢地拥抱互联网。马云说，坦

克装上翅膀未必成飞机。结论

是什么？互联网经济把虚拟经

济和实体经济联合在一起，是

“绿公司”的王道。

拥 抱 互 联 网 是 一 种“ 绿 ”。

比如消费者开车去购物，又拥堵

又难找车位；网购可以省下多少

汽油、减少多少尾气排放啊。想

出去吃饭，事先在网上一搜，就

知道哪里有物廉价美的地道美

食、有没有停车位，甚至可以预

订好车位。定位准确、节省时间

精力也是“绿生活”的一种。

实体店如果不改变自己，抱

着抵触情绪，那就变不了“绿”，

被时代抛弃。那就不是变不变“绿”的问题，而是啥时

候“黄”的问题。有的企业家干脆说，拒绝互联网的企

业就应该卖掉。此话未免偏激，互联网才几十岁，老字

号企业有几百岁的。总之，消除商业模式变革带来的

紧张，摒弃消极防御和抵制，转而积极融合应对，大家

共同开拓、创造未来，才是“绿”之道。

有企业家感慨，温和、正向的渴望也是一种“绿”。

很多企业家渴望把企业干好，渴望赚越多的钱，至于钱

是从正道来的或是怎么来的，就不管了。等到企业走

偏了、人进去了，才醒悟过来：只有“绿公司”才具可持

续性。谁能想象中国的企业家如果拥有了一家市值两

千亿美元的公司，还能像扎克伯格那样住在小房子里、

跟女朋友做饭、开着小破车吗？绿色是最不炫目却最

养眼的人生颜色，真正绿色的生活态度就应该是自然

的，奢靡、炫富肯定不是“绿”。什么是“绿”？先把自己

立住了，再长起来。有志向做正确的事、有定力走正确

的路，最后把浑身的叶绿素迎向太阳，进行光合作用，

逐渐散发为社会做事的正能量。

今年绿公司年会的主题是“创变”，创新、变革才能

“绿”，靠智慧增长才最“绿”。比如智能制造将带动生

产方式改变，而驱动这场重大变革的动力源是智能技

术，包括搭载智能技术推广的“互联网+”平台，使更多

公司变绿、产业变绿成为可能。因为智能技术是“零污

染、零排放”，它的产出对社会的贡献是和谐的、自然

的。这是不可逆的绿方向。

未来 3 年，16 个城市每年将获 4 亿元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资金——

海绵城市呼之欲出
本报记者 亢 舒

海绵城市，顾名思义就是让城市能
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
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海绵性，下
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
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最近，海绵城市成了城市建设领域
的一个热词，为什么要建设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会给我们的城市和百姓生活带
来哪些好处、海绵城市又将如何实现？

城市水生态亟需修复

如果仔细观察，你一定会发现身
边 的 一 些 现 象 ： 很 多 道 路 中 间 绿 化
带，是高于地面用水泥砖块铺装的一
个狭长地带，仅仅树根周围露出一小
圈土。种植在这种绿化带中的树，靠
自 然 的 雨 水 往 往 “ 喝 不 饱 ”， 还 要 靠
人工浇灌。

还有，如今的很多生活小区，出于
景观设计和快速排走雨水等考虑，建了
很多凸起式的缓坡绿地，每当降雨来
袭，雨水顺势流到平地下面敷设的下
水道。

也许这样的状况你已经司空见惯，
但实际上，上述的两个案例从维持城市
水生态的角度，并不是优质的解决方
案。海绵城市建设就是要修正这类做法。

当前，很多城市都面临缺水的窘
境。为什么这么多城市缺水？一个重要
原因正是水泥地等硬化地面太多，占用
了能够涵养水源的林地、草地、湖泊、
湿地，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那些凸起
的小区绿地景观，也没有最大程度留住
雨水。城市的雨水来了，只能迅速排
走，各个区域都往外排必然造成市政
排水管网的压力，增加内涝的风险。因
为没有留下雨水，当雨季过去，又面临
缺水。“逢雨即涝，雨后即旱”是很多城
市都存在的状况。

“以我国北方为例，城市开发建设
前，在自然地势地貌条件下，70%以上
的降雨可以通过自然滞渗进入地下，涵
养了本地的水源和生态，只有不超过
30%的雨水形成径流外排；而如今，城
市开发建设后，由于屋面、道路、地面
等设施建设导致下垫面硬化，70%的降
雨形成径流，仅有不到 30%的雨水能够
渗入地下，破坏了生态的本底。”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巡视员章林伟
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

水生态遭到破坏，一系列问题也随
之而来：城市中的空气干燥，城市河湖
水系减少，仅存的河湖水水质变差甚至
黑臭。过去我们熟悉的“树吊子”、蛐蛐
在城市中早已难觅踪迹——生物多样性
遭到的破坏也与水生态的恶化不无关系。

每逢雨季，网友们“来我的城市看
海”调侃背后，是日益严重的城市内涝
问题——2010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全
国 351 个城市的抽样调查显示，仅 2008
年至 2010年就有 62%的城市发生过不同
程度的暴雨内涝。

城市水生态亟待修复，海绵城市建
设呼之欲出。海绵城市建设的本质是通
过降低雨水的产汇流，恢复城市原始的
水文生态特征。

硬质的水泥路面固然能够给我们带
来整洁的城市景观，但过于重视“整
洁”而忽略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城市建设
理念到了该改进的时候。在城市规划建
设中，要尽可能地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
的影响，已经破坏的也应当尽可能修

复，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
净化”的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是系统工程

海绵城市的理念，应该渗透到城市
建设的各个方面。章林伟特别提到，海
绵城市建设可以更好地实现雨洪利用、
排水防涝以及河流整治，不仅局限于某
一个方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以修复
城市水生态、涵养城市水资源、改善城
市水环境、提高城市水安全、复兴城市
水文化等为目标。

湖南省常德市对穿紫河的生态治理
正是以“海绵体”的建设为依托。经过
调蓄池沉淀、杂物隔离，部分污水和初
期雨水通过管道输送到配水渠，配水渠
采用溢流的方式把来水均匀分配到总面
积为 1.2 万平方米的垂直潜流式生态滤
池。“这样的模式让初期雨水得到处理，
减少了穿紫河入污量，净化了河水水
质，充分利用自然雨水补充内河水量。”
常德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常德市对穿紫
河的治理成为海绵城市建设的典型案例。

海绵城市建设如何具体实施？章林
伟说，“渗、滞、蓄、净、用、排”这

“6 字 箴 言 ”， 是 落 实 海 绵 城 市 理 念 的
措施。

章林伟解释道，“渗”，是利用各种
路面、屋面、地面、绿地，从源头收集
雨水。“滞”，是降低雨水汇集速度，既
留 住 了 雨 水 ， 又 降 低 了 灾 害 风 险 ；

“蓄”，是降低峰值流量，调节时空分
布，为雨水利用创造条件；“净”，是通
过一定过滤措施减少雨水污染，改善城
市水环境；“用”，是将收集的雨水净化
或污水处理之后再利用；“排”，是利用
城市竖向与工程设施相结合，排水防涝
设施与天然水系河道相结合，地面排水
与地下雨水管渠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一
般排放和超标雨水的排放，避免内涝等
灾害。

在国内已有的建设经验中，深圳光
明新区通过建设绿色屋顶、雨水花园、
透水铺装、生态停车场、下凹绿地、透
水道路等措施，最终实现了年径流控制
率 70%、初期雨水污染总量削减不低于
40%的目标。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建造了一整套雨
水控制利用工程，通过建设龙形水系、
绿地、透水铺装、地下集水池、蓄洪
涵、渗滤、收集管网等，使得该区域成
为吸水、净水能力很强的“海绵体”。
2011年6月23日的暴雨 （超过20年一遇

标准），地面没有出现积水。雨后蓄洪涵
水深 1.3 米，蓄水容量约为 4700 立方
米，水质清澈，就近用于奥运水系补水。

海绵城市的建设不仅在防涝减污
方面有明显成效，它还会给城市和居
民带来更加综合的生态环境效益。通
过城市植被、湿地、坑塘、溪流的保
存 与 修 复 ， 可 以 明 显 增 加 城 市 绿 空
间，减少城市热岛效应，调节城市小
气候，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同时也为
更多的生物特别是水生动植物提供栖
息地，提高城市生物多样性水平。依
托水生态的恢复和完善，可以营造优
美的园林景观，很多设施可以跟公众
休 闲 、 健 身 场 地 结 合 在 一 起 进 行 建
设，创造优美的亲水环境。

理念和方式创新

2014 年 10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出台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从技术
层面指导各地开展海绵城市建设。

为了发挥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示范效
应，中央财政给予了支持。经过评审，
2015 年确定迁安、白城、镇江、嘉兴、
池州、厦门、萍乡、济南、鹤壁、武
汉、常德、南宁、重庆、遂宁、贵安新
区和西咸新区等 16 个城市作为试点。据
介绍，未来 3 年时间里，平均每个试点
城市每年将获得约 4 亿元海绵城市建设
专项资金。中央资金发挥“四两拨千
斤”的作用，能够有力地撬动地方和吸
引社会资金。

章林伟说，建设海绵城市首先需
要 理 念 和 方 式 的 创 新 ， 通 过 源 头 减
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和统筹建设
得以实现。

他认为，降低雨水的产汇流 （形成
地表径流并汇集） 是海绵城市建设的关
键。场地建设、道路是降雨产汇流的主
要源头，要通过建设周边绿地、调蓄池
等具有蓄积和净化功能的“海绵体”削
减产汇流。比如，道路中间的绿化带建
成下凹的，收集经过净化的道路上的雨
水，小区中高于地面的草地改为下凹的
草地绿化带，能够使雨水自然地渗透到
泥土中，而不是形成地面雨水径流。

章林伟还强调，海绵城市建设还需
要产业创新作为支撑，一些新型的渗透
材料可以应用其中。此外，还应该以投
融资机制创新为依托，应该鼓励社会资
本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参与
海绵城市建设。

海绵城市建设将是一个由点及面的
过程，因此，特别强调规划的管控和引
领作用。城市总体规划要明确海绵城市
建设要求，并协调到相关专项规划中予
以实施。

章林伟说，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的管
控重要指标是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能够
起到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这个指标考
量年总降雨量中有多少比例的水通过下
渗减排和收集回用等措施被控制，它是
评价海绵城市“吸水”能力的重要指
标，指一个合格的海绵城市，应该让多
少雨水能自然渗透、自然积存、自然净
化，而不是让其白白流走。

公司如何

﹃
绿
﹄
起来

孙潜彤

海绵城市如何建设？陕西省西咸新
区进行了因地制宜、卓有成效的探索。

作为低影响开发理念最早的践行者
之一，西咸新区沣西新城正在建设一条
6.8 公里的生态绿廊，可直接将两侧街区
约 15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地表径流通过地
表水沟、溢流管等设施全面收集。同时，
通过间接雨水转移泵站对区域约 25 平方
公里的雨水进行收集，最终形成共约 330
亩的雨水景观水面，并通过工程设施实现
净化、调蓄、溢流功能。生态绿廊既是城
市绿色景观带，又是城市雨洪管理的综合
性枢纽项目，还是动物迁徙、城市通风的
重要通道和广大市民休憩的天然氧吧。
秦文化公园将传统的硬质广场改成软质
的绿地广场，保留原地形地貌，由绿地、湿

地景观构成。西咸新区沣东新城依靠斗
门水库和沣河湿地，形成绿带环绕的城市
景观。西咸国际文教园农业中央公园保
留原始村落和大片农田，打造一个体验乡
情农趣、回归自然田园的特色公园。

西咸新区以建设现代田园城市为目
标，遵循山水格局、遵循历史文脉、遵循现
代规划理念，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
等方面严格按照海绵城市的建设要求，以
自然河流、生态廊道、道路框架构建布局
合理、生态环保、结构完善的城乡空间结
构，形成“廊道贯穿、组团布局”的田园城
市总体空间形态。以集约、绿色、低碳、智
慧的现代田园城市为目标，最大限度地保
护原有的河流、湖泊、湿地等水生态区，先
后启动了渭河、沣河、泾河综合治理工程，

使其恢复行洪、蓄水等生态功能，并在沿
线建设了生态景观廊道和多个湿地公
园。利用大遗址保护区、基本农田和生态
绿地构建城市绿色廊道。对原有生态格
局进行保护与恢复，实现了城市与自然的
互动。

针对西北地区的自然条件和暴雨内
涝等问题，西咸新区提出将雨水综合利用
作为重点，在海绵城市建设中通过实现

“建筑与小区对雨水应收尽收、市政道路
确保绿地集水功能、景观绿地依托地形自
然收集”的三级雨水综合利用系统，将调
蓄设施与城市绿地、园林、景观相结合，构
建海绵城市雨水利用体系。让雨水“停一
停、流一流、渗一渗”，能够自然积存、自然
渗透、自然净化。借助自然力量排水，让

城市如同生态海绵般舒畅地“呼吸吐纳”，
实现雨水在城市中的自然迁移。不仅减
少了水污染治理费用，降低了城市内涝造
成的巨额损失，还大大减少建设排水管道
和钢筋混凝土的工程量，大幅降低了建设
成本，改善了人居环境，提升了生物多样
性水平，带来了综合效益。

改善人居环境、缓解水资源供需矛
盾、减少城市热岛效应和洪涝损失，海绵
城市将发挥巨大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
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近日，财政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组织了 2015 年
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评审工作，在最终
公示的全国 16 个城市名单中，西咸新区
成功入选，成为西北地区首个海绵城市建
设试点城市。

西北地区首个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花落陕西省西咸新区——

让城市像海绵一样顺畅吐纳
本报记者 张 毅 雷 婷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广
西南宁市多年来持之以恒打造“绿城”和

“水城”，并将把海绵城市建设列为 2015
年度工作重点之一。“海绵城市试点建设
不仅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实践，更是城市规
划、建设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契机，
必将全面丰富和提升南宁‘山水城市’的
品质和内涵。”南宁市市长周红波说。

据介绍，海绵城市建设既是对南宁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检验，也为南宁加快改
变传统排水理念、改进排水防涝措施和方
法、创新城市建设和管理模式提供了契
机。一方面，将有助于解决近年来频繁出
现的雨涝灾害等问题，减少对城市居民生

活造成的影响，增强地区自然生态调节能
力；另一方面，也可为解决南宁水问题提
供新思路，有利于解决城市水资源短缺和
分布不均衡问题，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此
外，海绵城市建设还将引领南宁未来城市
治水的新方向——推进由灾害管理向资
源化、生态化管理转变，引导海绵城市建
设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实现单一手段向
全过程管理、综合措施应用的飞跃。

南宁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南宁
市的地形地貌、河流水系，以及近年来开
展的治水规划和内河补水、湖塘清淤、河
道拓宽、水库除险加固等工程实践，都为
海绵城市试点奠定了坚实基础。

南宁加速海绵城市试点建设

柳叶翠绿、红花竞开，沿着滨河路一路向南，商中
河生态景观工程已全面铺开，十几公里的临水园林美
景让出外踏青的人们如游画中，亲水平台、临水栈道、
生态湿地、景观廊桥⋯⋯目光所及皆是一片春意盎
然。2010 年商中河生态景观整治工程成为县城标志
性的景观带，这只是生态提升给商河带来巨大变化的
一个缩影。

2007年全面启动国家级生态县创建，2012 年 5 月
通过了省级生态县验收，2014 年 5 月正式获得省级生
态县命名，2012 年全县 12 个乡镇（街道）获得省级生
态乡镇命名，2014 年 6 月 12 个乡镇街道全部获得国家
级生态乡镇命名⋯⋯在绿色跑道上全力冲刺的商河，
距离国家级生态县这一梦想正越来越近。

围绕“温泉生态之城、休闲健身之都、鼓子秧歌之
乡”的城市定位，商河坚持以生态项目助推城市功能形
象全面提升，2007 年以来，全县环境保护投资总额超
过 40 亿元。县城市污水处理厂、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垃圾处理厂、热源厂等重大基础设施先后建成投入使
用。同时，采取“以城带乡”、“人工湿地”和“一体化简
易污水处理站”3种处理方式，全县 12个乡镇政府驻地
污水处理设施实现了全覆盖。

“出门就是公园，推窗可望绿地。”在城区以道路、
河道为主线，以广场、庭院、小区为基点，大力实施城区
绿化美化。截至 2014 年底，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3.9%，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 14.07 平方米，城市生态
环境得到了切实改善。

穿行于树荫中乡间道路，行走在农村的大街小巷，
处处都是干净整洁、绿色环保的生态新景，让初来商河
的人们重新定义了农村这一概念，彻底丢掉对农村环
境“脏乱差”的固有印象。

农村环保工作是创建生态县的重点和难点，近年
来，商河通过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推广秸秆处理
技术、加大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进一步推进了生
态文明村建设。早在 2012 年 1 月，商河就正式通过城
乡环卫一体化工作达标验收，率先在全市建成了“户
集、村收、镇运、县处理”的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体系。

要经济指标“飘红”，更要生态环境“添绿”，商河近
年来严格落实节能降耗目标责任，对污染源排放重点
企业高标准监控管理，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全力推行
生态绿色经济，以最严格的标准保护碧水蓝天，建设生
态商河。

在环境监管中，商河环保强调做好“加减法”，一方
面，严厉打击违法超量排污行为，进一步提高高耗能项
目的准入条件，同时大力淘汰落后产能，近年来全县共
取缔土（小）企业 90 余家，有效保护了商河的生态环
境；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商河借助独特的温泉
优势，积极打造温泉生态旅游业，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生
态农业，先后高标准建设了济南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畜牧科技示范园、乡村绿洲等农业示范园区，充分发挥
其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作用，积极发展特色农业、设施
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大力打造“绿色食
品”、“无公害蔬菜”、“健康肉食”等生态品牌。

山东省商河县：

经济“飘红”

生态“添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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