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些人不文明不规范

养犬造成邻里纠纷，引起社会公

众广泛关注。调查发现，不文明

不规范养犬行为主要集中在三方

面：一是狗叫扰民。内蒙古包头

市一名居民在人民网“领导留言

板”上留言表示，邻居家养的狗从

早叫到晚，严重影响自家的正常

生 活 ，“ 女 儿 被 吵 得 没 法 学 习 ”。

二是狗主人遛狗时不清理狗的排

泄 物 。 陕 西 西 安 市 一 名 居 民 表

示，小区花园、道路甚至电梯里到

处都看到过狗的大小便，让人实

在 无 法 忍 受 。 三 是 遛 狗 时 不 拴

绳，威胁其他居民尤其是小孩的

安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弥勒市读者何少强来信说，他

在自家小区楼下走路，一条无人

牵引的狗突然蹿到面前，龇着牙

汪汪大叫，“狗主人就站在一旁，

不但不制止，反而轻描淡写地说：

‘没事，我家狗不咬人。’我就想问

问：遛狗牵绳难道就这么难吗？”

陕西西安市某社区业委会主

任周洪斌说，几年前，他们社区曾

就文明养犬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

了一些措施，比如制作宣传栏、设

立狗便箱等。“这些举措发挥了一

些作用，比如公共区域基本看不

到狗的排泄物了，居民之间关于

养狗的矛盾纠纷也少多了。”周洪

斌说，“但在遛狗拴绳问题上，效

果不太理想。总有人觉得有绳牵

着，狗不自由。但有些人就是怕

狗，尤其是小孩的家长，特别害怕

没人牵的狗会咬伤孩子。爱狗的

人希望得到他人理解，他们也要

理解怕狗的感受。”

人们有饲养宠物的权利，但饲

养宠物应当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不

能影响甚至伤害他人。邓小群住

在江苏苏州市，养了一条 3 岁的小

狗。在她看来，在快节奏的生活

中，小狗的陪伴有抚慰人心的力

量。“饲养宠物是居民的权利，有些

地 方‘ 一 刀 切 ’禁 止 养 狗 并 不 足

取。”邓小群说，“不过，文明规范养

狗非常重要。我自己平时非常注

意，遇到行人尽量把狗牵好，离远

一点。这是养狗人的基本修养。”

北 京 朝 阳 区 的 赵 女 士 出 门

遛狗时，都会带个用矿泉水瓶剪

成的小铲子，看到狗的排泄物就

铲 到 垃 圾 桶 里 。“ 爱 狗 人 士 更 要

倡 导 文 明 养 狗 。”赵 女 士 说 ，“ 我

特别不希望养狗的人惹麻烦，如

果每个人都能文明规范养狗，那

养 狗 人 的 整 体 形 象 就 会 好 得

多 。 如 果 每 次 发 生 矛 盾 纠 纷 都

能妥当处理，养狗也就不至于影

响邻里关系。”

“遛 狗 不 拴 绳 等 是 不 文 明 行

为 ，应 当 强 化 监 督 、加 大 整 治 力

度。”何少强建议，不妨在养狗证的

申请办理过程中，增加对养狗人的

学习培训内容。目前，一些地方对

养狗实行信用积分制，一旦发现犬

只扰民等不文明行为，就扣除一定

分数。扣满 12 分的犬主将被暂时

没收犬只，并要求学习相关法规，

考试合格后方可领回。

“除了养狗人要注意遵守相关

法律规定外，有关部门、社区等也

要加强规范管理，帮助养狗人形成

文明规范养狗的自觉。”邓小群说。

爱 犬 更 应 文 明 养 犬
孙立极 霍亚平

10 月 25 日，本报读者来信版刊发《废弃的反光膜隐

患大》，反映辽宁葫芦岛市果农所使用的反光膜极易搭接

在电线设备上，引起短路跳闸，造成安全事故，同时也对

环境造成污染。对此，辽宁葫芦岛市高度重视，在兴城市

和绥中县开展了废弃反光膜清理整治工作。

据绥中县农业部门介绍，11 月 16 日，绥中县下发了

关于立即开展果树袋、反光膜清理工作的督办通知，分条

分线逐个乡镇进行督查，现场与有关乡镇沟通解决问

题。各乡镇还通过入户走访，积极引导果农对自家地头

的废弃反光膜进行收集，集中堆放，由各乡镇组织党员干

部协助清理，并安排专人负责清运。

据兴城市农业部门介绍，当地农业农村局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做好废弃反光膜回收工作的通知，严格落实属

地责任，全面排查、集中回收。兴城市共排查全市使用反

光膜农户 129 户，面积 1935 亩，反光膜用量 10491 公斤。

同时，深入反光膜使用农户，督促、指导农户回收反光

膜。在有使用反光膜的乡镇分别设置回收点，同时将碱

厂乡、南大乡、白塔乡、望海乡、三道乡的回收点定为全市

集中回收点，农户可就近交送废弃反光膜。回收点回收

的反光膜，由城建局环卫部门统一归集，运送到兴城市生

活垃圾填埋场集中处理。

辽宁葫芦岛市——

全面清理整治废弃反光膜
本报记者 辛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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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城市内涝事关人民群众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摸 清 病 因 方 能 对

症下药。城市内涝多发的症结在

哪 里 ？ 如 何 有 效 解 决 内 涝 问 题 ？

本 报 记 者 分 赴 多 地 调 研 ，采 访 相

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等，分析

城 市 内 涝 产 生 的 深 层 原 因 ，探 讨

解决之道。

建设防洪排涝体
系，应充分考虑城市的
自然地理特征和外洪
影响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内涝发生

较多的城市，大多受到多雨气候及

特殊地形的双重影响，排水排涝工

作难度较大。有的地方降水比较集

中，又因河流众多，在排涝和防洪方

面承担了“自然降水、上游来水”的双

重压力。

浙江嘉兴市 4 月到 10 月的雨

量约占全年雨量的七成。每年梅

雨 汛 期 ，嘉 兴 北 面 受 太 湖 和 太 浦

河影响，西面因东苕溪上游来水，

导 致 内 河 水 位 高 位 运 行 ，河 水 倒

灌 排 水 管 道 ，造 成 主 城 区 低 洼 地

带 雨 水 外 排 不 畅 ，发 生 积 水 内

涝 。 在 湖 南 长 沙 市 ，城 区 地 势 四

周高、中部低，存在排水防涝的天

然 短 板 。 与 此 同 时 ，亚 热 带 季 风

气 候 导 致 降 雨 在 此 地 相 对 集 中 ，

极端强降雨频发，洪涝同期，进一

步增加了雨季防汛防涝的压力。

西安理工大学水电学院教授

侯精明介绍，山前平原型城市、沿

海城市都是容易出现内涝的城市

类型，“济南、福州、贵阳均为山前

平原型城市代表，这些城市往往容

易受到来自城区周边山区洪水的

袭击。而珠三角地区城市作为沿

海城市代表，除了受到当地暴雨影

响外，还容易受到上游来水、下游

潮水的严重影响，因此经常导致城

市内涝发生。”

专 家 表 示 ，建 设 防 洪 排 涝 体

系，首先应充分考虑城市的自然地

理特征和外洪影响，统筹城市防洪

和排涝，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城市不透水铺装
面积增加，自然调蓄空
间缩减，增加了防涝治
涝难度

除了自然条件造成的雨量大、

排涝难，内涝多发也有城市建设的

原因。读者冯文钊在来信中说：“和

以前相比，现在城市面积大了，柏油

路、水泥路越来越多。大面积的混

凝土地面透水性差，即使遭遇同样

强度的降雨，城市化程度高的地方

更容易积水。”

长安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教

授罗平平认为，城市不透水铺装道

路和混凝土建筑覆盖面积增加，降

低了雨水的下渗量和截留量，当暴

雨来临时，积水汇流速度加快，因

此更容易形成涝点。

实际上，池塘、湖泊以及农田

等 透 水 性 强 的 地 表 是“ 天 然 调 蓄

池”，有助于雨水渗入地下，减少地

表积水。随着城镇化建设不断推

进，一些河湖等自然调蓄空间被填

平、占用，客观上也加剧了防涝压

力。有读者来信表示，上世纪 80 年

代，广州市天河区猎德涌两岸基本

上都是农田，而到了 2009 年，该河

涌 两 岸 已 被 各 种 建 筑 、道 路 所 覆

盖，内涝发生频率也大大增加。

对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内涝因

素，需要通过科学的规划设计有效

应对。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城市在

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对这方面考虑

并不充分。有的城市在建设道路

时，切断了几十公里自然状态的天

然排水路线，道路两侧仅靠涵洞连

通，排水由“线”变“点”，增加了排涝

泄洪的压力。有的地方在规划低洼

地区交通时，未充分考虑积涝风险，

盲目采用隧道方案，埋下隐患。

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陈文

龙说：“在地势低洼地区修建隧道，一

旦遭遇大暴雨，或者河水迅速上涨

甚至漫溢，很容易导致隧道被积水

淹没，造成人员伤亡。从防洪防涝

角度考虑，地势低洼区交通更应采

用高架桥方案。”

此外，还有城市制定规划和重

要 项 目 方 案 时 ，对 洪 涝 灾 害 的 影

响 论 证 不 够 全 面 深 入 ，把 重 要 项

目选在城市低洼区等洪涝灾害高

风险区。

城市建设是一项
系统工程，排水系统升
级改造应统筹考虑、整
体规划

针对自然形成及城市化过程中

产生的内涝因素，各地各部门大力

推进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城市内涝

治理取得积极进展。不过，从水利

部公布的《中国水旱灾害防御公报》

来看，当前城市内涝依然多发，究其

原因，一方面是极端天气增多带来

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完善排水系

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

已有排水设施按照当时的标准

设计，标准低且排水设施老化，是不

少城市都存在的问题，老城区尤为明

显。安徽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排水管

理办公室副主任赵德平说：“新城区

和老城区的排水系统是在不同时期

建设的，国家规范标准不断更新，城

市排水设施建设标准也在同步提高，

在排涝能力上存在一定差别，已有设

施达不到新修订的标准。”在安徽宣

城市，老城区排涝泵站老化，雨水经

常排不出去，导致内涝发生。这几

年，当地新建、改造了 6座排涝泵站，

使老城区排涝能力得到一定提升。

记者在长沙市了解到，老城区

地下排水系统大部分都是雨污合

流，雨水、污水通过同一通道排放，

碰到大雨天，容易出现内涝。近年

来，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长沙市

对雨污合流管道进行截污改造，要

求雨污水必须入厂处理后才可排

放。一旦遇上大雨，因雨水量远超

污 水 量 ，污 水 处 理 厂 往 往 压 力 倍

增，即便满负荷运转也难以应对瞬

时洪峰压力，所以导致一些低洼地

带形成积水点。

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排水

系 统 的“ 历 史 欠 账 ”，出 台 了 不 少

规划、措施，但排水系统的升级改

造 不 会 一 蹴 而 就 ，还 有 不 少 实 际

困 难 需 要 认 真 研 究 、妥 善 解 决 。

近 年 来 ，陕 西 西 安 市 在 一 些 区 域

建 设 了“ 海 绵 城 市 ”试 点 工 程 ，解

决了一些积水问题。但西安历史

悠 久 ，地 下 情 况 复 杂 ，除 了 排 水

管 、供 水 管 、供 电 线 路 、网 络 线 路

等，还有一些文物古迹，加大了地

下排水管网改造升级的难度。

“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排水系统改造无法孤立开展。推

进工作时缺乏协调，会制约甚至削

弱排涝能力。”河南安阳市读者范

琪说。长沙市岳麓区市政设施维

护中心副主任曾世凡认为，城市发

展过程中，地面开发与地下管网建

设不同步，也是形成城市内涝的一

个重要原因，“有些地方过去从未

出现过积水情况，但在地铁建设施

工过程中，对原有地下排水箱涵进

行动迁改造，反而形成了内涝。”

内涝影响与城市
应急管理水平息息相
关，应加强预警监测、
完善应急预案

除了自然地理、城市建设等原

因 ，内 涝 带 给 城 市 居 民 的 影 响 也

与 城 市 应 急 管 理 水 平 息 息 相 关 。

今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

于 加 强 城 市 内 涝 治 理 的 实 施 意

见》，明确要完善城市排水与内涝

防 范 相 关 应 急 预 案 ，加 强 流 域 洪

涝 和 自 然 灾 害 风 险 监 测 预 警 ，按

职责及时准确发布预警预报等动

态信息，做好城区交通组织、疏导

和应急疏散等工作。

广东韶关市读者刘可原来信

表 示 ，提 前 发 布 洪 涝 预 警 信 息 十

分重要，“如果能及时发布城区可

能 出 现 内 涝 的 预 报 ，提 醒 市 民 哪

里 是 易 积 水 的 危 险 地 段 ，群 众 就

能 提 前 避 开 或 及 时 转 移 ，减 少 不

必要的损失。”

“要减少城市内涝的影响，关

键是要缩短积水时间。”长沙市天

心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防涝排渍

科 科 长 高 小 兵 说 ，应 当 提 升 应 急

管理水平，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可

以 通 过 建 立 智 慧 平 台 等 手 段 ，最

大限度地降低内涝给居民生活带

来的影响。

长沙市城区排水事务中心副

主 任 程 继 学 说 ，雨 季 需 要 配 备 防

涝 排 渍 抢 险 车 辆 、设 备 和 专 业 抢

险 人 员 ，在 市 区 两 级 值 班 值 守 ；

旱 季 ，也 需 要 抢 险 人 员 、防 涝 排

渍 抢 险 车 辆 随 时 待 命 。“ 在 一 些

短 时 间 内 难 以 整 治 到 位 的 易 涝

点 上 ，还 可 以 配 备 视 频 监 控 系

统。”程继学说。

外洪内涝相互影响、地势低洼降雨集中、自然调蓄空间缩减、原有排水系统老旧、应急管理水平不足

多种原因导致城市内涝多发
本报记者 沈童睿 向子丰 申智林 游 仪

甘肃天水市麦积区花牛镇巷口村跟孙家湾自然村之间，

有一条道路受损（见下图），三四年都没修复。以往孙家湾村

等五六个村的村民都经这条路到天水市。这条路难以通行

后，村民们往返天水市只能绕行另一条陡峭山路。希望相关

部门能尽快修复这条路，让村民可以安全便利出行。

甘肃天水市 孙永东（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网友）

乡道断了三四年没修复

笔者发现很多博物馆宣传展示形式较为单一，刻板讲

解 很 难 吸 引 观 众 尤 其 是 中 小 学 生 的 深 度 参 与 。 对 文 化 和

历史的学习传承要从小培养，博物馆尤其应该增强对中小

学生的吸引力。建议博物馆在增强互动性上下功夫，尤其

是资源丰富的博物馆更应开动脑筋，将互动项目与当地历

史文化相结合，让沉默的文物活起来、动起来。比如，可以

将我国传统的榫卯技艺融入到拼图玩具中，或是制作一些

历史人物小游戏等，改变单调枯燥的讲解，寓教于乐，让中

小 学 生 在 玩 中 探 索 、玩 中 学 习 ，体 会 博 物 馆 乃 至 历 史 文 化

的魅力。 北京朝阳区 百 里

博物馆应加强互动增加吸引力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和人民

网“领导留言板”联合开展“治理

农民工欠薪”话题征集，欢迎读者

提供相关问题线索，或提出意见

建议。

信箱：rmrbdzlx@126.com 传真：（010）65368495

预 告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张方磊张方磊

时下，在乡村等偏远地区的群众一旦患重病或疑难杂

症，都希望去城市大医院诊治，但困难不少，比如舟车劳顿、

治疗之外的费用多，尤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跨地区出

行不便。

城乡医疗资源不平衡的状况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解决，

但目前网络技术进步，远距离视频诊疗十分方便。建议为基

层医院搭建可以与上级医院远程诊疗的平台，让城里的专家、

名医可以通过网络为偏远地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这不仅为

偏远地区患者就医提供方便，也可缓解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

的压力，降低因异地就医带来的其它风险，一举多得。

江苏南通市 杨汉祥 谢 平

为基层医院搭建远程诊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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