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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老小区海绵化改造外，我市其余的海
绵化项目进展如何？记者了解到，作为江北
区的首个海绵化改造公园——姚江北侧滨江
绿化工程（天水二期-李家河）项目，目前已
经完工，这也是我市首个完成海绵城市建设
的公园项目。

姚江北侧滨江绿化工程（天水二期-李家
河）项目，位于姚江北岸，西起天水家园二
期，东至李家河，景观设计总面积约35057
平方米。该公园能有效控制雨水径流量、减
小径流污染，通过利用下凹式绿地、雨水花
园及透水铺装等方式，经过绿地渗透、滞
留、蓄存、过滤一部分补给地下水，减少市
政管网的压力，提高雨水的利用。绿地内降
水不外排，同时吸纳周边道路雨水径流。大
面积的绿化建设为城市增加风景点缀，为市
民提供休息游憩的公共场所。

据市海绵办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

底，全市已完成9个海绵项目，41个项目在
建，73个项目技术前期，完成海绵项目投资
5.17亿元。目前天水谢家片区海绵化改造一
期、姚江花园综合整治、慈城新城生态区项
目建设稳步推进。慈城新城生态区海绵化改
造工程计划2018年2月完工。姚江花园综合
整治项目于 6月初开工建设，计划年底完
工。天水谢家片区海绵化改造一期工程项目
已于6月初开建，2018年 2月完工。此外，
姚江新区保留区、慈城新城片区项目正抓紧
立项，天水谢家片区海绵化改造二期已完成
立项。

今年是我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攻
坚之年，今年上半年试点区建设以控制性详
细规划为引领，7个样板项目为示范，项目建
设全面铺开，推进我市的海绵城市建设。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胡浩峰 廖鑫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魏光华） 东
钱湖是生态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华东地区重要
的国际会议中心和宁波市的“后花园”，但因为供
水没有并入大管网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不少困惑。
昨天，东钱湖区域供水一体化管网优化改造工程
正式开工，标志着东钱湖旅游度假区4.5万居民饮
用水将与中心城区同网、同质、同服务。专家称，
东钱湖人将不再喝东钱湖水，改喝从白溪水库引
来的水库水。

据介绍，目前，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除钱湖人家
外，宾馆、企事业单位、居民小区和乡村都是饮用
辖区内自来水厂用东钱湖原水生产的饮用水。由
于原水水质、水厂工艺、管网设备的限制，供水服
务水平与旅游度假区品质不相匹配。

根据《宁波市东钱湖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预测该区域最高日需水量为12.83万吨，平均日需
水量为10.70万吨。供水一体化后，东钱湖旅游度
假区的给水管网并入城市管网系统，由市自来水
有限公司全权负责制水、供水、辖区内配水系统的
运行和改造。

据了解，东钱湖区域供水一体化改造实施的
步骤是：打通瓶颈，优化管网，增强供水安全性。
进行中高层小区供水改造，对17073个居民水表
和1550只总表进行更换，对俞塘工业区中途提升
泵站进行改造，并改造老旧管道，降低管网漏损，
提高供水能力。

钱湖工业区、城区旧管和住宅小区供水设施改
造将分步实施。目前已完成工业区和老城区供水设
施的前期查勘和改造设计。工业区6.5公里的输水
管道昨日也已动工铺设。仙枰苑、万金人家、英伦水
岸和东湖官邸4个小区的供水设施列入改造试点。

本报讯（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徐晨燕） 近
日，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胸痛中心正式成立，该
中心联合市急救中心、22家下级医院构建起我市
规模最大的胸痛区域救治体系。

今后，胸痛中心将整合医院急救资源和该院
心血管内科、心胸外科在宁波的区域优势，为急性
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肺动脉栓塞等以急性胸痛
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致死性疾病患者提供快速诊疗
通道，提高救治成功率。

“2017年《中国心血管病报告》显示，我国心血
管病患者达2.9亿人，心肌梗死者250万人，心血
管疾病已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该中心主任、
李惠利医院院长周建庆告诉记者，超过救治黄金
时间救治效果明显下降，且医疗费用成倍增长。
该院每年收治几百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有相当
比例因未及时就诊而预后不佳甚至死亡。

“成立胸痛中心的意义在于，改变以往各急救
资源独立运行的模式。”该中心医疗总监胡万英为
记者演示了救治过程：无论基层医院还是急救中
心的医生，碰到急性胸痛患者后立即做心电图检
查，并将结果上传至微信平台——李惠利胸痛中心
协同救治群；李惠利医院心内科值班医生接收到信
息后立即解读心电图，确定为急性心肌梗死后一键
激活导管室，通知介入手术医生、导管室护士等相
关人员到位，在病人送达之前做好术前准备；在救
护车转运途中，急救医生一边与胸痛中心保持联
系，对患者进行术前预处理，一边已完成建档、身份
识别、生命体征采集、术前谈话；到达医院后绕行急
诊通道直奔导管室。“简单来说，病人就像搭载了
直通车，省略了众多中间环节。”胡万英说。

走一线 破难题

宁波首个老小区海绵化改造项目启动
改造后有望解决下雨天积水等问题

“我们小区下稍大一点的雨就会积水，积水最深有50多厘米，都到膝盖了，小区居
民很苦恼，我连续4年向上级部门打报告，这下终于能解决这些问题啦！”江北区洪塘街
道姚江社区党总支书记虞亚军高兴地说。

昨天上午，在洪塘街道姚江花园小区内，挖土机隆隆作响，地下排水管道铺设、透
水地面砖铺装等九个改造区块正在火热施工中。记者从市海绵办获悉，老旧小区海绵
化改造是海绵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姚江花园作为我市首个进行海绵化改造的老小区，改
造后有望解决下雨天积水、停车位不足、小区绿化不美观等一系列老小区的共性问题。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
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
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
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海绵化改造，将利用绿
地、花园、河流等自然生态调蓄功能，提高渗水
能力，达到防洪排涝目的。

昨天上午，记者在姚江花园小区一块已经
完工的中心绿地旁看到，绿地低于路面，呈现
内凹形，里面刚刚种上了密密麻麻的绿植，绿
意盎然。

“姚江花园小区是宁波海绵化城市建设的
试点示范项目，施工主要是在小区原有绿化
上做雨水花园、透水铺装、生态碎石层及停
车位等附属设施，共分为10个作业区，除1

个已经完工外，整个项目将在 12 月底完
工。”姚江花园小区海绵化改造设计单位负责
人刘杨说。

在我市的一些老小区，因为地势低致使下
雨天路面积水，姚江花园下雨积水也是因为地
势低吗？刘杨说：“我们发现姚江花园小区下雨
积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地势低洼，另一种是
排水管道不太畅通。我们疏通现有雨水管，铺
设新的雨水管，并将原先400毫米口径的主雨
水管道更换成1200毫米，畅通排水。”

改造后，能达到什么效果？“结合海绵化改
造措施，姚江花园小区总蓄水量能达到1000
多立方米，基本能做到30毫米的降水量不积
水，也就是说小雨、中雨基本不积水。”刘杨说。

停车难也是老小区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
题。“我们小区是2003年建成的安置小区，
有2300多户，现有居民7000多人，实际车
辆1400多辆，但是停车位只有400多个，停
车难问题十分突出。”虞亚军说。为此，在这
次小区海绵化改造中，社区向设计单位提出
了增设停车位的诉求。

“在此次改造中，我们新增加停车位
1000多个。”不过这些停车位可不仅仅是停
车位这么简单，还同时承担着“海绵”功
能。“我们在停车场地下敷设管道，每个停车
设施都是一个小型的调蓄空间，下雨时蓄
水，需要时可将水抽取出来使用。”

“小区外围靠近围墙的地方也有一个闲置
的绿化带，我们设置了一个600立方米的调
蓄空间，大雨蓄水，需要时能灌溉绿化、重
复利用。”

由于姚江花园小区海绵化改造也是民生
工程，为此，在改造时还将增设安全监控、楼道
安全门改造、公共绿地休闲座椅增设等施工，
受到居民欢迎。

市海绵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老旧小
区海绵化改造是海绵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一方
面，老小区已建的地下管网较复杂；另一方面，
施工中对居民的停车出行、日常生活有较大影
响，而且由于海绵理念尚未全面普及，部分老
百姓对项目实施也有一些不理解。”

“为此，我们结合雨污分流、停车位改
造、环境综合提升等内容，开展‘海绵+’形
式的老小区海绵化改造，启动了以海绵化改
造为主的小区环境综合整治，获得了小区居
民的支持。”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胡浩峰 廖鑫

建设下沉式雨水花园，铺设透水砖

新增的停车位下都有一个调蓄空间

我市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截至5月底已完成9个海绵项目

东钱湖区域供水一体化
管网优化改造工程开工

李惠利医院成立胸痛中心
为患者开设“直通车”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