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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是一座城市像海绵一样会呼吸、有弹
性。建成海绵城市后，是否意味着再也不用到城里看
海了？答案是肯定的，建设“海绵城市”在解决城市涝
灾和城市水环境恶化等问题时具有良好的“弹性”，目
标就是缓解城市“看海”。

作为民生工程，无论是老小区的海绵化改造，还
是海绵化项目试点的推进，宁波在城市海绵化改造
上，探索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宁波经验”。

首个老小区海绵化改造
有效解决雨天积水等问题

今年7月，江北洪塘街道姚江花园小区启动海绵
化改造，这是我市首个进行海绵化改造的老小区。“我
们小区下稍大一点的雨就会积水，积水最深时有50多
厘米，居民很苦恼。这下终于能解决问题了！”江北区
洪塘街道姚江社区党总支书记虞亚军说。海绵化改造
后，姚江花园小区能有效解决下雨天积水、停车位不
足、小区绿化不美观等一系列老小区的共性问题。

“我们在小区原有绿化上建雨水花园、透水铺装、
生态碎石层及停车位等附属设施，整个项目将在今年
12月底完工。”该小区海绵化改造设计单位负责人刘
杨说，“小区积水的原因，一是地势低洼，二是排水管
道不畅通。通过铺设新雨水管、扩大主雨水管道口径
等措施来畅通排水。改造后，姚江花园小区总蓄水量
能达到1000多立方米。目前改造的初步效果已显
现，今年“卡奴”台风影响期间，在周边区域内涝情况
下，小区内部未出现明显积水现象，多年内涝顽疾的
有效解决，获得了居民的认可。”

通过海绵化改造，姚江花园小区停车位由原有的

251个提升至1325个，小区停车难问题明显缓解。
而这些新增停车位下有一个个小型调蓄空间，下雨时
蓄水，需要时可将水抽取出来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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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结合雨污分
流、停车位改造、环境综合提升等内容，启动以海绵化
改造为主的小区环境综合整治，努力提升老百姓的获
得感。”

完成海绵工程投资8.05亿
象山海绵城市建设初显成效

截至今年10月，象山县天安河景观工程、西大河
景观工程、东大河景观工程等5个海绵工程项目全部
完成，累计完成投资8.05亿元。

今年，象山县成立了创建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
领导小组，明确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75%，至2020
年和2030年，城市建成区20%和80%以上区域达到
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目标。规划确定了象山海绵城
市的功能分区(管控单元)、指标体系，落实了大目湾
新城为主的3个近期海绵先行区和73个海绵城市项
目安排。

大目湾新城是该县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目前，新城
已建成海绵城市区域2.4平方公里，完成投资1.49亿
元。随着乐居河、中心广场等一系列工程项目的开工建
设，预计全年可完成3平方公里海绵城市建设范围。

同时，象山县因地制宜建设海绵城市，计划投资
2000万元对旧城区实施改造，解决管网老化、雨污合
流、排水不畅等问题，最终达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
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的理想效果。下一

步，象山将通过海绵城市建设，综合采取“渗、滞、蓄、
净、用、排”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将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
除特殊地质地区外，到2020年，建成区20%以上的
面积达到海绵城市要求。

13个海绵项目试点率先完工
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宁波经验”

宁波市住建委地空中心主任马家双说：“2016年
4月，我市入选第二批全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
江北区姚江——慈城30.95平方公里范围列为国家
试点区域。我市在没有经验可参照的前提下，沿用古
法治水和海绵城市理念，综合采取‘渗、滞、蓄、净、用、
排’等措施，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我们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海绵城市建设不仅要
解决内涝、水环境恶化问题，还要解决农业面源污染
与城市生态修复的问题，我们针对试点区7个汇水分
区的项目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其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市民需求为导向。
不少老旧小区内涝积水严重、停车难、行车难成为影
响社区和谐的主要问题。海绵城市建设不仅要达到

‘小雨渗得进、中雨蓄得住、大雨排得出’里子工程，还
要结合居民需求建设生态停车位、打通安全通道、提
升人居环境等的面子工程。”

目前，试点区姚江北侧滨江绿化工程(天水二期-
李家河)项目等13个项目已率先完成，为平原河网型
城市创建海绵城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宁波经
验”，试点区项目开工率达60%以上，并建立了全域
推进的工作机制。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胡浩峰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作为地下空间的“生命线”，是
城市公共配套的重要组成部分。昨天，记者从市品质办
获悉，目前，我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已启动11个，共计
36.1公里，截止10月底，已开工8个项目，22.2公里。

东部新城综合管廊总长约9.38公里，服务面积8平
方公里，电力、通信、给水、热力等各类管线统一入廊。
2014年建成运营以来，目前各类入廊管线长度近260
公里，发挥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2016年年底，
东部新城指挥部启动了综合管廊整治提升工程，计划
投资1000万元，主要增加视频监控、网络覆盖等设备，
同步构建智慧管廊平台，工程计划已于今年11月完工。

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杭州湾新区滨海新城综合
管廊项目，于2016年新城建设伊始启动。5.2公里长
的滨海六路综合管廊，是杭州湾新区首条地下综合管
廊工程，预计今年12月底将完成所有管线的安装。
新区在建的综合管廊项目共有6个，总长近20公里，

居全市之首。滨海新城作为新区综合管廊工作的启
动区块，现阶段正在全面推进“两横四纵”(滨海六路、
玉海西路、杭州湾大道、金源大道、中兴一路、滨海大
道)六条道路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管廊总投资近
11.8亿元，目前已建成约6公里。

在滨海六路的双向六车道地下，“藏”着一条建成
不久的综合管廊。管廊的地面部分，每隔一段就有一
个类似天井的小建筑，叫作“投料口”。当铺设管线或
养护维修时，施工人员从这里进出，再也不用对马路
进行“开膛剖肚”。

位于玉海西路的综合管廊，考虑到高压电力和燃
气等因素，采取了“四舱式”，高压线路、燃气线路、污
水管各占据一个舱室，剩余的综合舱室可以排列通
信、供水、供电等不同种类的管线。

滨海新城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综合管廊
的建设除了能降低路面翻修费用和工程管线的维修

费用外，还可保持路面的完整性和各类管线的耐久
性，让城市景观更美。

“杭州湾新区近几年在综合管廊推进工作中做了
大量的有益探索，初步摸索出了一条符合新区实际情
况的工作方法，对全市地下管廊建设具有较大的借鉴
意义。”市管廊办相关人士表示。

预计2017年年底即将开工建设的通途路（世纪
大道—东外环）综合管廊项目，与电缆隧道共线，全长
5.4公里，总投资约6.5亿元，拟纳入给水、电力、电信
三类管线。

“本次结合电力隧道建设同步实施综合管廊，既
可避免重复建设，又为今后通途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预
留管线入廊空间，减少管线迁改，避免反复开挖路面。
该项目的实施，对我市今后结合电力改造同步实施综
合管廊建设，有较强的示范意义。”市管廊办相关人士
表示。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胡浩峰 叶麒麟

海绵城市“宁波经验”炼成记
试点区13个海绵项目经验可复制可推广

我市已建成地下综合管廊项目22公里
杭州湾新区综合管廊规模全市居首

慈城海绵项目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