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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再现“城市看海”

强暴雨天气下如何防治内涝？
新华网消息 今年入汛

以来，南方地区暴雨不断。
截至 7 月 1 日，中央气象台
连发 30 天暴雨预警。降雨
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
多地再现“城市看海”。

城市内涝几成顽疾，如
何推进综合防治，才能不再
年年“看海”？

近期，我国暴雨过程多、水量
大，局地出现极端暴雨，一些中小
河流洪水多发重发，区域性暴雨
洪水重于常年。国家减灾委专家
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学会城市
水利专委会主任委员程晓陶说，
今年一些城市呈现出“因洪致涝、
因涝成洪、洪涝混合”的特点。

记者在多个城市看到，一些
市区道路积水严重。6月以来，
湖北省共出现5次区域性强降水
过程，恩施、宜昌、荆门、黄冈、襄
阳等地反复遭受暴雨袭击，发生
严重暴雨洪涝、城市渍涝等灾害。

6月以来，重庆先后经历多
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多条穿越
城市的河流出现超警戒、超保证
水位。加上重庆独特的立体城市
形态，一些沿江低洼路段的积水
无法排入江中，渍涝严重。

在广西桂林阳朔县，前段时
间的连续大暴雨达30小时之久，
造成县城大面积内涝，其中城市
主干道甲秀桥因是高点，成为水
中“孤岛”，停满车辆。

记者注意到，城市内涝呈现
出一些特点。

——城市老城区内涝相对严
重。受6月29日暴雨影响，湖北
武汉武昌区中南一路一老旧小区
内严重内涝，水及腰深，小区多名
老人被困。

——新建城区内涝频繁。桂
林市雁山区是近10年发展起来
的大学园区，多所高校在这里建
设了新校区，但几乎每年都会遭
遇不同程度的内涝。

——县乡内涝呈上升趋势。
近两年来，县城内涝呈现上升趋
势，如桂林阳朔、永福、平乐，柳州
柳城、融水等，均连续出现高于规
划预期防洪排涝标准的内涝灾害。

多位专家表示，造成内涝的因素
有很多，但主要原因在于排涝系统先
天不足。

很多老城区基础设施欠账多。
有专家介绍，很多地方的排水标准
低，部分城市达到“三年一遇”或“五
年一遇”标准，而一些发达国家排水
标准是“十至十五年一遇”。

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
长覃融表示，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基础
设施投资中地上和地下比重几乎达
到1:1，而在我国一些地方，长期以
来乐于搞看得见的“地面形象”，忽视
投入大、见效慢的“隐蔽工程”，地下
基础设施建设难以满足城市防洪抗
涝需求。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重地面
轻地下”的建设思维也延续到新城规
划中。一些从事县乡基层建设的专
家表示，近年来，三四五线城市开发
进度加快，但对于城市地下基础设施
建设依然重视不够，导致新城内涝呈
上升趋势。

据合肥市排水管理办公室有关负
责人介绍，城乡接合部地区是防涝短
板，这些地区的乡镇新纳入城区，但排
水管网并未及时优化提升，有的乡镇
甚至没有规划完整的地下管网，一旦
遭遇强降雨天气，容易发生内涝。

有专家介绍，大规模城市扩张往
往也会造成水土流失加剧、局部水系
紊乱、河道与排水管网淤塞，人为导

致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下降。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试点“海绵

城市”局部内涝现象相对减少，但仍
未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看海”问题。

重庆已完成试点42.1平方公里
“海绵城市”建设，在试点区县，内涝
现象相对较少。作为全国首批试点
城市，武汉市“海绵城市”建设已开展
5年，城区部分小区未受暴雨影响。

据业内人士介绍，“海绵城市”一
般都增加了透水地面，增强自然土壤
吸纳雨水的能力；适度提高地下管线
标准，增强地下排水系统抗灾能力；
实现泵阀全自动化，运用智能管网提
高系统运转效率，对于减少区域性的
城市内涝确实有效。

住建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导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俞孔坚说，过
去的“海绵城市”试点范围是城市局
部而非整个城市，建设效果显著，但
要彻底解决城市的内涝问题，还需从
源头开始，在更大范围内与国土生态
治理、水利工程生态化、田园海绵化
等系统治理结合在一起，用基于自然
的理念，系统解决城市洪涝问题。

程晓陶表示，“海绵城市”要实现
“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
臭、热岛有缓解”，有一套完整的指标
体系。“一些发达国家用三四十年才
走完这一历程，我们需要更多基础研
究、监测分析，不能想着靠短期高投
入一蹴而就。”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
司长王章立表示，进入七八月份
以后，雨区往北移动，北方也进入
主汛期。按照预测预报，南方要
防御台风造成的暴雨洪水灾害，
北部地区也可能会发生洪水。

记者了解到，多地已针对
可能发生的风险采取防范。如
武汉提前展开水域应急救援训
练，针对性开展培训。成都市
正通过开展排水设施汛前维护
检查、城市道路内涝风险点位
整治、重点区域综合整治、下穿
隧道排水能力提升改造等工作
提升城市排涝能力。

有专家表示，面对城市内
涝灾害，首先需要加强实时监
控，及时提供灾害预警。如武
汉从2016年开始发布中心城
区降雨渍水风险图和主要易渍
水点分布图，对中心城区进行
全方位、全过程的雨情、水情研
判，并第一时间发布渍水路况
信息，以便市民进行防范。

多位专家认为，除短期预
警防范外，更要从推动规划完
善、理顺体制机制入手，统筹推
进综合防治。“在新城建设中，
尤其需要完善法律法规与城市
规划，推动城市内涝问题的解
决。”程晓陶说。

中国政法大学应急管理法
律与政策研究基地主任林鸿潮
表示，很多城市的内涝问题都
与土地规划比例不协调有关，

“城市要减少内涝灾害，就要加
强区域内的水渗透能力，例如
增加公园面积、减少工商业经
济用地等。”

还有一些地区提出深层隧
道排水工程的解决方案。成都
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处长何剑
告诉记者，现有对城市排水管
网的解决方法都受城市地上、
浅层地下空间高密度开发所
限，而深层隧道排水工程可作
为现有浅层地下空间排水管网
的补充和兜底。

“摸清家底，补充完整基础
资料数据，是我们诊断城市‘内
涝病’的重要依据。”四川大学
水力学与山区河流开发保护国
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张建民说，
这样不仅能有效优化地下管网
规划设计，还能让应急排涝手
段有的放矢，提升极端天气下
城市设施的应对能力。

“公立医疗机构经济管理年”启动
满足人民群众医疗服务需求 加快补齐内部管理短板和弱项

新华网消息 国家卫健委官网
发布，从7月起，“公立医疗机构经济
管理年”启动，时间为期 1 年，至
2021年6月。该活动旨在更好地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
求，推动公立医疗机构加快补齐内部
管理短板和弱项。

“公立医疗机构经济管理年”活
动要求全国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中医药主管部门举办的公立医院（含
综合医院、中医类医院、专科医院、妇
幼保健院等）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
院等），梳理此前各类审计、督察、检

查等外部监管工作发现的经济管理、
经济行为等突出问题，以及内部运营
管理过程中发现的经济管理短板弱
项，及时整改落实到位。

活动特别对公立医疗机构加强
价格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提出重点
要求。其中，价格管理方面要求：严

禁重复收费、串换项目收费、分解收
费、超标准收费、自定项目收费等问
题；严禁超范围使用药品和耗材、无
指征入院或过度诊疗等问题；严格药
品耗材进销存管理，严禁设备使用不
规范、医疗记录不规范、为患者提供
医疗以外的强制性服务等问题。

排涝系统先天不足致城市内涝“痼疾难除”

区域性暴雨洪水
重于常年
城市“洪涝混合”

多地加强监控
防范内涝风险
多举措增强
城市排水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