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 2023年7月1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李国民

本报社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问询电话：87688768、87682114 职业道德监督投诉电话：87654321 邮编：315042 电子信箱：nbdaily@163.com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999弄研发园B区1幢8楼 电话：87298700
广告部：87682193 发行投递服务电话：87688768（请根据语音提示拨分机键）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定价每月35元 零售每份1.50元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87685550 昨日本报开印1时36分 印毕5时30分

在采访中，众多有识之士认为，治理
城市内涝需要标本兼治，久久为功。

“破解城市内涝难题非一日之功。今
年我们将继续推进排水设施能力提升，加
强沿海沿江闸泵群建设，改造排水管网。
同时，引入视频分析技术，逐步实现智能
识别城市内涝积水状况；及时科学有效处
置道路积水问题，制定沿江闸门启闭应急
联动方案，完善应急人员及设备统一调度
支 援 机 制 ， 全 面 提 升 区 域 排 水 防 涝 能
力。”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说。

范云认为，为规范城市排水和再生水
管理，保障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安
全运行，防治城市水污染和内涝灾害，需
要构建城市防洪排涝的多元主体合作机
制。城市防洪排涝风险管控的复杂性决定
了 需 要 政 府 与 社 会 、 市 场 协 同 合
作。因此，要建立健全相
关职能部门、企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
等 多 元 主 体

合作机制，制定责权相匹配的管理责任制
度。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短时突发性
暴雨过程的不确定性正在逐步增强，传统
降雨预报应对城市内涝治理模式遇到了重
大挑战。”范云建议，建设城市地下给排
水管网智能监测系统，运用数字化、智能
化、系统化、可视化技术手段，研发具有
灾情快速模拟、城市防洪排涝能力核算、
可视化情景推演、多主体协商研讨的决策
系统，提高城市防洪排涝风险管控水平。

“ 我 们 现 在 调 蓄 湖 泊 太 少 ， 江 河 联
通，没法形成类似水漫滩这样的蓄存体。
眼睛不能只盯着排水管道，要努力扩大调
蓄系统，从根子上解决问题。”陶俊认为，要
切实采取长效措施，确保城市水体的调蓄

规模和调蓄水位，保持
和扩大城市水

域面积。

标本兼治尚需努力

记者 杨绪忠 实习生 徐晨曦 通讯员 高露 胡炜

昨天下午2点半左右，一场倾盆大雨下在东部新城西侧

区域。短时间内，道路上出现少量积水。根据国家相关部门

预测，全国即将进入“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防汛

形势严峻复杂

宁波城市内涝
“顽疾”如何破解

眼下又到宁波雨季，江北绿梅社
区党委书记王叶芬已开始紧张了。“每
年夏秋这个时间段，小区里总会产生
内 涝 ， 有 七 八 幢 楼 周 边 的 道 路 有 积
水，积水最深时达到 50 厘米。排水、
转移低层腿脚不便的老人，这些都是
社区必不可少的工作，压力超大。”王
叶芬说。

绿梅社区和相邻的红梅社区都属于
江北孔浦街道，由于建设年代较早，改
造后的北侧环城北路、南侧大庆北路的
道路均被抬高，致使两个社区总体地势
较低，加之近年来，短时强降雨频发，

内河水位高涨，小区在汛期频繁出现积
水现象。

记者注意到，就在这几天，小区在
进行新一轮的内涝积水点位整治改造。

“按照计划，我们加强了绿梅和红梅社
区雨水管道改造，并在小区周边新建雨
水排口，设置闸门井，新建蝶阀井和 1
处强排泵站，防止河水上涨时倒灌，同
时采购 4 辆移动式强排车布置在小区，
确保小区里积水能快速外排。”江北区
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说，目前部分项
目已完成，预计 7 月主汛前全部建成投
用。

记者了解到，城市内涝指短时间内强
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市的排水能力，
出现道路积水等灾害现象，经常发生在城
市的低洼地带。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大陆
海岸线中段，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城市易受
洪、涝、潮三重威胁，洪涝灾害频繁。统
计显示，自 2000年以来，宁波市区遭受台
风及热带风暴袭击的频次越来越高。近几
年，“海葵”“菲特”“梅花”台风给宁波造
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去年“梅花”台风
期间全市面平均雨量291毫米，三江口最高
潮位 2.97 米，超警戒 0.47 米。多条内河水
位超警戒，部分超保证水位。

城市内涝成“顽疾”

“ 城 市 内 涝 频 发 ， 除 了 我 市 的 地
理、自然天气原因之外，还需要考虑城
市的规划发展是否加剧了内涝现象的发
生。”宁波波宁律师事务所主任、市人
大代表范云长期关注城市内涝问题。她
认为，除了我市很多地区海拔标高较低
的原因，总体来看，城市排水能力不足
是城市内涝发生的最大原因，城市排水
系统不能与城市各个方面发展规划相配

套，导致排水能力滞后城市化进程。雨
水排水系统不完整的具体表现为：正在
建设的开发区等区域新建道路敷设的雨
水排水系统，由于建设时序问题，雨水
排水不具有系统性；近几年市政建设和
社区整治的加强，对区域排水起到了积
极作用，但局部地段仍未形成完整的排
水系统。

市水务设施运行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认为，我市排水系统存有不少薄弱点，
一方面建设标准偏低。据调查，目前江
北、海曙、鄞州部分地区超半数雨水管网
重现期仅为 1～3 年，与省建设厅 《城镇
内涝防治技术标准》 的重现期 3～5 年存
在明显差距。另一方面是较早的防涝规
划考虑不够系统，在易涝点改造过程中
仅考虑增设排水管网、扩大管径，未考
虑内河高水位等影响因素。

为什么会产生内涝？

面对即将到来的主汛期，这几天，海
曙区西门街道高塘花园工作人员正在逐一
排查雨水排水口运行情况。

“新芝、柳庄、北郊片区，共有 13 个
住宅小区、154 幢居民楼，绝大多数建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小区不仅地势低
洼，基础设施也相对老化。”海曙区西门
街道城建办副主任孙跃辉说，为了更精准
地“把脉”该片区的排水设施情况，市、
区两级水利部门与街道工作人员多次深入
现场，排查管道老化情况、分析积水原
因，完善应急方案相关细节。

“ 当 气 象 部 门 预 报 可 能 有 台 风 （暴
雨） 影响时，内河水位接近 1.6 米，进入
准备工作阶段，确保物资到位；内河水位
接近 1.9 米，确定为四级汛情，采取相应
的防御措施；内河水位接近 2.3 米，保障
气囊封堵及时。”市水务设施运行管理中
心排水设施管理所所长赵中华说。

事实上，为应对城市内涝问题，相关
部门一直在努力。早在 2014 年，宁波就
启动了“治水强基”工程，开展完善城市
排水防涝系统、治理低洼积水地段、提升
防灾应急能力等工作，从一定程度上扭转
了城市防洪减灾基础设施滞后的局面。

“其中，低洼积水地段治理是非常重
要的一环，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其治理成效也能体现政府的治理能力
和治理水平。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宁波
城市内涝有逐步减轻的趋势。”宁波市城
建设计研究院市政设计院副总工程师陶俊
认为，目前易积水的地方主要还是老城区
和部分乡镇低洼地区，标高一般都低于
2.7 米，像东部新城新建城区这种标高在

3.3 米以上的区域，基本不会有内涝。
江北一度是城市内涝问题较为突出的

区域。当地管理部门在全市率先探索利用
数字化手段，提升应急管理效率，取得了
一定成效。

今年 6 月 25 日下午 3 点，浙江景迈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排水 3 班组长殷洪剑收到
来自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指挥中心的消
息：江北五号排口西侧出现阻塞，需立即
前往查看。正在这一片区巡查的殷洪剑立
马赶往现场，并及时在 App 上传图片资料
及情况描述，通知工人维修。两个小时
后，该点位问题得以解决。

“以前，指挥中心需电话联系养护单
位负责人，在电话里以口头的形式将问题
大概描述给负责人，养护单位负责人再交
代给值班班组长去处理。现在通过智慧平
台，值班班组长可以清楚地知道现场的问
题、点位及数据，至少可节约响应时间两
小时。”江北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今年以来，为应对城市内涝风险，排
水部门全面巡查重点排水设施及易涝风险
点位 500 余处。“本次大排查大整治涉及
我市建成区市政道路易涝点 （低洼路段、
下穿立交）、在建工地周边市政道路排水
设施、排水管网、雨水泵站。”市水利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编制好全市排水行业
防汛预案，建立应急响应机制，实现城市
内涝及城市安全运行风险闭环管控。目
前，全市移动式应急强排设备共 628 台，
强排车 91 辆，建成区每平方公里应急抽
排能力达到每小时 100 立方米以上。截至
6 月底，全市已完成积水点位改造 33 处。

排查整治进行时

图 示

新加坡为典型的赤道型气候
国家，降雨特征为密度高、持续
时间短、分布面积小。该国主要
采取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
合的方式来治理城市内涝。

在城市排水系统规划方面，
新加坡公用事业局提出建立新一
代的排水系统，从源头、路径、
末端等三个方面，实施排水、阻
水、储水一体化方案，减少城市
排水系统风险。当前主要实施或
论证的工程措施包括：扩充现有
排水管道或明渠的排水能力，包
括箱形涵管等；建设排水管道分
流工程，减轻下游管道的排水负
担；建设地下蓄水池工程，寻求
利用地下空间；垫高道路，以利
于疏导雨水径流；建设“补偿性
储水区”，包括绿色屋顶、渗水路
面及蓄水池等；防止排水管道进
水口堵塞，包括街道清扫、采用
路边石垂直排水口等；在受内涝
影响的商业建筑安装可从地面弹
出的防洪闸门；实施城市水系和
排水管渠连通工程，实现城市排
水管渠与邻近河道的贯通。

在非工程措施方面，由于未
来气候变化莫测，新加坡计划采
取 风 险 模 式 的 城 市 内 涝 防 范 策
略，从而找出解决城市内涝问题
的可行方法。

完善城市排水监测系统。为
及时掌握城市各个排水管道的排
水状况，相关部门在全岛各个排
水管道 （渠道） 安装了 150 个水
位传感器，在城市容易发生内涝
的低洼地带及一些主要排水渠安
装了监控摄像头，平均每分钟更
新一次。

此外，建设新的城市内涝预
警系统，开放城市内涝警报服务。

（杨绪忠 徐晨曦 整理）

看新加坡如何
治理城市内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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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
一 场 短 时 间

“豪雨”，使东部
新城西侧区域道路出

现少量积水。
（严龙 摄）

新闻1+1

去年“梅花”
台风期间，市水务
集团在环城西路开
展应急强排。

（杨绪忠 胡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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