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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多个城市饱受内涝之困，今年汛期将至，城市是否做好准备——

让 城 市 不 再“ 看 海 ”

验证一个国家和城市是

否发达，一场大雨足矣。当

越来越多的城市高楼林立

时，“城市看海”“街上游

泳”“路边捉鱼”“汽车变

船”“地库泡水”等等景象却

在提醒着我们，城市发展不

能只拥有“表面的光鲜”。

随着五一小长假的结束，

各个城市将陆续迎来今年的汛

期。如何应对城市内涝，短期

和长期治理方式如何合理安

排，排涝蓄水能力改造和应急

处置如何结合？且看各城市今

年如何解题——

2014 年夏天田村东路铁道桥下曾
因暴雨 18 辆车被淹，去年岳各庄北桥下
汛期里曾积水 2 米深，西三旗桥下是一
个几乎逢暴雨就积水的地段⋯⋯今年，
42 处曾因积水闻名京城的路段，上了北
京今年的积水点治理“名单”。

日前，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正式下达
了 2016 年 42 处道路积滞水点治理项目
挂账督办任务，涉及 10区政府、6公司和
相关委办局。北京正在汛期前制定治理
方案，倒排工期，对症下药，争分夺秒保
质保量完成积滞水点治理，为 2016 年度
安全度汛奠定基础。

北京市防汛办公布的 42 处积滞水
点治理项目的“名单”中，田村东路铁道
桥下、金泰桥下、岳各庄北桥下、西三旗
桥下、丰管桥等往年汛期里曾经积水的
地点“赫然在目”。据了解，这些道路积
滞水点是通过各单位上报、召开会议、电
话核实、现场查勘等方式“筛选”出来的。

这些积滞水点中 20 处将采取工程
措施，余下 22 处将采取临时应急措施。
可通过短、平、快等工程措施进行“手术”
的 20 处，主要通过新建雨水管线、翻建
支管、增加雨水口、对排水口进行清淤和
修复等措施治理。除房山合欢大街在年

底前完工外，其余工程均在今年汛期到
来之前完成。因各种原因无法施工的
22 处积水点，将在汛期采取重点看守、
应急排水、降雨前橡胶坝瘪坝运行等临
时应急措施。

北京市要求，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的
22 处积水点，在汛前要制定应急预案，
汛期里要加强值守，及时排除积滞水，
确保不泡车、不死人；对未完成积水治
理任务或治理未达要求，造成重大社会
影响或损失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将根
据《北京市防汛工作责任追究制度》予
以 追 究 。 除 此 之 外 ，今 年 汛 期 ，全 市

394 座下凹式立交桥区将实行“一桥一
策”，责任落实到人。

其实，早在今年 3 月 18 日至 3 月 30
日，北京市防汛办已经联合民政、国土、
住建、市政市容等市防汛专项分指以及
市水务局相关处室，组成 4 个检查组，对
全市 16 个区及市排水集团汛前准备工
作进行了全面检查。

在北京市防汛办召开的防汛专项分
指挥部工作座谈会上，更对 2016 年的防
汛工作提出要求和部署。市交通委加强
道路积水隐患治理，做好汛期道路突发
事件的处置；市住建委开展房屋、在建工
地、深基坑的排查；市市政市容委严密监
控各类地下管线的安全运行；市国土局
规范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和突发地质灾
害应急调查工作；市旅游委完善旅游景
区隐患台账；市民政局制定市级救灾物
资管理办法，加强对灾害信息员的培训
⋯⋯各单位均已完善工作方案和各类应
急预案，加强专业抢险力量，认真开展隐
患排查。

394座下凹式立交桥区实行“一桥一策”

北 京 ：倒 排 工 期 治 理“ 积 水 点 ”
本报记者 杨学聪

不知从何时开始，“城市

看海”成了网络热词，长城内

外、大江南北、沿海内陆，城

市雨后大街上行船、广场上

捕鱼的照片在网络上频频出

现。内涝几乎覆盖了我国的

大多数城市，纵使民众能以

乐观的姿态面对雨水浸泡的

城市，但是内涝所造成的巨

大经济损失及对民众生命安

全的威胁，却不容小视。

造成内涝既有降雨强度

大，范围集中，甚至极端天气

频发的原因，也有城市排水

设施建设和维护滞后乃至管

理跟不上的原因。

虽然各地政府加大了地

下工程管线的建设力度，但

城市内涝问题仍旧突出。

解决城市内涝问题，各

地目前较多的是从工程角度

下手，而笔者认为，并不是仅

靠提高排涝标准、加强设施

建设就能解决问题，需从 5

个方面综合治理才能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

一是遵循生态理念，建立低冲击开发的模式。

对于雨水排放而言，低冲击城市开发就是尽量尊重

原始地形，通过有效的水文设计，综合采用入渗、过

滤、蒸发和蓄流等方式减少径流排水量，使城市开发

区域的水文功能尽量接近开发之前的状况，减小过

大范围的积水面积，当前主要是建设海绵城市。海

绵城市是指通过建设，使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

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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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根据各地实际，有前瞻性地确定排水设计

标准，按照标准改造、建设排水设施（管、渠、沟、泵

等），加强河道疏浚和维护。使排水系统在暴雨来时

能够正常运转。

三是重视非工程性措施，提高天气预报特别是

短期、局部预报能力和水平，为决策服务。

四是结合智慧城市建设，建立智慧的防洪排涝

系统。尤其是对内涝易发地区加强观测，在降水过

程中可以提前对发生内涝的地段发出预警，统筹保

障措施，疏导交通。

五是提高管理水平。对可能发生的涝灾要做预

案，进行必要的应对演习，暴雨发生时管理到岗到

位，全面统筹应对措施。

当然，由于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和应对的成本

等原因，在地形较为平坦的大城市，难以完全避免发

生内涝。我们应当做到的是在暴雨重现期未超过设

计标准时不发生内涝，万一超过标准时，城市也有适

当的应对措施，把损失降到最低。而这也是对城市

管理者治理能力的考验。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
心规划院院长）

4 月 25 日 21 点，一场不期而至的暴
雨突降成都市双流区华阳街道，不足 10
分钟，低洼处已满是积水，汽车经过处，
水花最高可溅起 1 米多高。根据气象部
门监测，成都 2016 年气温偏高，降水偏
多，涝重于旱。今年汛期可能出现区域
暴雨4至6次，并伴有1至2次区域洪涝。

为了切实缓解暴雨引发内涝带来
的交通瘫痪等城市问题，在成都 3 月 28
日发布的《成都城建 2025 规划》中明确
提出：在地下 30 米深处建设一条 78.8
公里的污水深隧系统，并同步推进污水

收集管网建设。
“老城区的部分管网已经老旧，管径

过小，不能承接额外污水的接入。遇到
下雨天或者管道堵塞，就容易倒灌。深
隧系统可以缓解管网老旧的压力，高效
处理污水。”成都市水务局水域处处长郭
浩介绍，过去 3 年，成都大概花了 24 亿
元治理污水，成效显著。

业内人士将这条 78.8 公里的污水
深隧系统比作隐藏在地下的“大肚子”，
而挖这个“大肚子”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超
标溢流的河流污水以及涝水都储存起

来，错过内涝的高峰期、洪峰期。待错过
以后再提取，送到污水处理厂或者排到
城市下游，减轻城市内涝的压力。其实，
早在去年，“成都 2015 规划工作重点”就
提出，指导天府新区做好综合管廊和“海
绵城市”规划编制，力争纳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试点城市。

此外，成都市还提出 2018 年底前，
基本完成全市城市排水管网的雨污分流
改造，配套完善排水防涝设施，缓解城市
内涝问题。2020 年成都中心城区和区

（市）县城区要建立较完善的城市排水防

涝工程体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成都市首先按

照合理保护城市水系、增加城市绿地、
提高雨水滞渗调蓄能力和减少地表径流
等要求，与城市开发、道路建设和园林
绿化统筹协调，因地制宜配套建设雨水
滞渗、收集利用等调蓄设施，大力建设
运动场、公园、草坪和地下蓄水池等设
施。其次，加快制定人行道、停车场和
城市广场透水性铺装技术的标准，并在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积极推广应用。第
三，增加下凹式绿地、植草沟、人工湿
地、砂石地面，加快道路绿化、城市公
园绿化雨水收集与资源利用系统技术的
研究和应用，提高城市透水地面面积，
增大降雨期城区下渗水量，有效控制和
减少地表径流。

目前，成都新建城区硬化地面中，可
渗透地面面积比例不低于40%，不少有条
件的地区针对现有硬化地面进行了透水
性改造，提高了雨水的吸纳和调蓄能力。

武汉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优于
水也忧于水”，水造就了武汉城市的美丽
与欢颜；同时，也因每遇强降水让城市陷
入内涝之困。

与水打了多年交道的武汉市水务局
副局长张斐记忆犹新，“98”洪水和 2011
年、2013 年的强降水都让武汉陷入严重
的内涝，特别是 2011 年 6 月，武汉连遭
特大暴雨，造成中心城区渍水严重，因缺
乏有效应对措施，时任市水务局长、副局
长和多名处长被问责，成为全国首个因
内涝而被问责的城市。

张斐说，内涝之困让武汉市下决心

加快“海绵城市”建设步伐，2015 年 4
月，武汉入选全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城市，探索城市从“工程治水”向“生
态治水”的转变。张斐介绍，河湖众多、
水网发达的武汉，可为海绵城市提供充
足的调蓄空间和良好骨架。

据了解，目前武汉市建设海绵城市
主要采取“2+N”模式，进行试点建设和
探索。“2”就是一旧一新两处示范区，包
括面积为 23 平方公里的武汉青山示范
区和面积约 15 平方公里的汉阳四新示
范区；“N”是指武汉所有的新建项目，不
管在不在示范区内，都要按照海绵城市

的建设要求进行规划审批。
4 月 27 日上午，记者在武汉市青山

区武青堤防洪及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现
场，工程技术人员介绍，前几天大雨、这
里的道路上并没有积水。雨落到土坡、
林地、草坡、透水地面和木制栈道表面
后，汇集到一条生态草沟里，雨水在此被
过滤吸收，好似被“喝”掉了。

未来，武汉市将通过透水广场、透水
停车场、透水路面铺装等海绵城市建设
措施，让城市地面“透气”“透水”；通过河
道驳岸改造，雨水花园和下沉式绿地营
建以及生物滞留、植草沟、人工湿地等措

施，留住雨水，改善水质，让城市更加洁
净，成为市民的生态宜居家园。

4 月 20 日，武汉市城建委发布了最
新的武汉“海绵城市”建设计划——2 年
内，武汉将投入 150 亿元，在两大示范区
内实施 389 个海绵项目，其中 150 个市
政道路、老旧小区、公园绿地以及城市水
系项目将在今年全面启动海绵化改造，
并纳入今年市政府“十件实事”。

武汉市城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计
划到 2017 年底之前，两大示范区率先达
到海绵城市建设标准。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要 达 到 的 目 标 是 ：
“小雨不滞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
臭，热岛有缓解。”而其中最核心的指
标是，青山区的径流量控制在 70%，汉
阳四新片区控制在 80%，即分别就地消
纳、利用七成和八成的降雨，实现少外
排、不外排。

预计到 2020 年，武汉市 20%的城区
面积都将“海绵化”，2030 年这一比例将
达到 80%。

掘地 30米建设污水深隧系统

成 都 ：增 加 城 市 调 蓄 水 能 力
本报记者 刘 畅

150个市政道路、老旧小区等项目今年启动海绵化改造

武 汉 ：探 索 生 态 治 水 新 路 径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防内涝不只是建设施

沈

迟

河北省迁安市在多个项目中运用海绵城市建

设理念，包括滦河治理、三里河环境治理、黄台山公

园等。迁安是全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中唯一

的县级城市。图为迁安市黄台湖。 （资料图片）

城市内涝不是

仅靠提高排涝标准、

加强设施建设就能

解决的问题，需要从

多方面综合治理才

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