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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关注·关注文明养犬（下）R
■金台视线·关注城市内涝问题③R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

和人民网“领导留言板”联

合开展“确保人民群众温

暖过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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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R

■身边事R

笔者前段时间前往安徽淮南市国庆路长途汽车站乘

车，买票时却被告知没有人工售票窗口，只能通过自助售票

机买票。车站大厅放置了两台自助售票机，要通过微信扫

码，在一款名为“巴士管家”的微信小程序上填写个人身份

信息后才能提交订单、买到车票。

车站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如果没有人工售票窗口，

会给老年人、残疾人和不会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群带来

极大不便。此外，这款微信小程序看起来并不是政府有关

部门制作，而是由第三方商业机构制作并管理，收集乘客身

份证号等个人信息时是否存在信息泄露的隐患？建议车站

还是应该设置人工售票窗口，方便群众乘车。

安徽淮南市 祝先生

汽车站不设人工售票窗口

近 年 来 ，一 些 拥 有 私 家 车 的 农 民 在

县 村 、村 镇 之 间 拉 客 跑“ 黑 车 ”。“ 黑 车 ”

价 格 比 班 车 稍 高 ，但 时 间 灵 活 ，满 足 了

部 分 村 民 尤 其 是 年 轻 人 的 需 要 。 比 如 ，

白 银 市 有 的 乡 村 每 天 只 有 一 两 趟 班 车

往 返 县 城 ，错 过 班 车 的 人 就 会 选 择 这 些

“ 黑 车 ”。 不 过 ，搭 乘“ 黑 车 ”存 在 风 险 ，

一 旦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乘 客 没 有 任 何

保障。

“黑车”存在有其客观原因。在一些偏

僻乡村，客流量不足以开通微型公交，也不

足 以 吸 引 网 约 车 布 局 ，造 成 村 民 出 行 困

难。建议相关部门能立足实际，探索研究

乡村公共交通新的管理方式，满足村民安

全便利出行的需求。

甘肃白银市 崔玉刚

探索乡村公共交通新管理方式

户外劳动者是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

他们长期面临饮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问题，

很多人不得不在路边或窝在角落里吃饭、休

息。建议有关部门创造条件，多打造为户外劳

动者服务的暖心驿站，让他们感受到关爱和

温暖。

让暖心驿站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温馨之家，

有赖于有关部门精准了解户外劳动者的急难

愁盼，从有利于他们工作和生活的角度出发，

在户外劳动者相对集中的城区进行科学规划、

合理选址，让户外劳动者能较方便到达。在服

务管理上，应充分体现对户外劳动者的关怀、

体谅和尊重，努力提升户外劳动者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此外，应鼓励更多社会机构主动向户

外劳动者敞开大门。

北京东城区 罗 娟

让更多户外劳动者走进暖心驿站

眼 下 ，许 多 家 庭 饲 养 宠

物。但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

一些不文明不规范饲养宠物的

现象，并由此引发矛盾纠纷。

宁 夏 银 川 市 读 者 王 园 来

信说，自家楼上有一户人家饲

养 了 大 型 猎 犬 ，疑 似 禁 养 品

种，也没有办理相关手续，“这

条 猎 犬 多 次 伤 及 邻 居 的 宠 物

犬 ，给 大 家 造 成 了 很 大 困 扰 。

养犬人一直逃避解决问题，而

且 态 度 恶 劣 ，我 们 找 了 社 区 、

居 委 会 、派 出 所 等 ，一 直 没 能

解决问题”。

陕西汉中市读者李先生在

来信中说，小区遛狗不拴绳、宠

物粪便无人清理等现象十分常

见，“一户业主家中养的狗经常

大半夜狂吠，严重干扰了周边

居民正常生活。我多次跟狗主

人沟通，请他注意，不要影响大

家，但没有效果”。

河南平顶山市读者郭先生

曾在商场看到有人携带宠物犬

进入客用电梯，“没拴绳的小狗

突然蹿到孩子旁边，把孩子吓

得大叫一声，狗主人反倒说把

她吓了一跳”。此外，还有读者

反映，有人随意丢弃饲养的犬

只，导致流浪狗成了小区的安

全隐患。

饲养宠物并非无法可依，民

法典专门规定了饲养动物造成

的损害责任，比如违反管理规

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

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

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禁止饲

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

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

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等。新修

订的动物防疫法也明确要求养

犬人应当定期为犬只接种疫苗、

办理养犬证；在遛狗时负有按要

求佩戴犬牌、系犬绳，防止犬只

伤人的义务。北京、上海、广州

等多地都出台了养犬管理条例，

增加了对不牵绳、不捡便、遗弃虐待犬只等不文明养犬行为的

处罚规定。有的地方还要求给犬只植入电子标签，并对不文

明养犬行为追责。

不过，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到

位。王园说，执法人员曾多次上门对狗主人进行教育，狗主

人也答应将宠物犬送走，但没过多久又接回来。有读者表

示，相关法律法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困难，包

括居民文明养犬意识不强、犬主登记注册不积极、犬只免疫

覆盖率低以及基层执法力量不足等。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海嵩表示，促进居民文明规范

饲养宠物，在加强宣传教育的同时应加大对不文明不规范

饲养宠物行为的处罚力度。目前，基层执法最大的问题是

“取证难”，受侵害人和饲养人之间的责任难划定。陈海嵩

建议，居民应尽量第一时间用照片、视频等保存证据，寻求

司法救济途径。同时，为减少矛盾纠纷，可以考虑在城市规

划和建设中为宠物提供合理的活动空间。

读者孙全辉表示，应当增强基层执法力量，动员社会力量

参与养犬管理，把养犬管理规定真正落到实处。在犬只管理

方面，社会组织和社区志愿者能够有效协助执法部门、居委会

和物业的工作，防范和化解因养犬引发的社会矛盾，“建议为

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搭建平台，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甘肃兰州市读者孙杰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留言反映

附近一住户长期散养宠物犬，且未按规定接种疫苗。执法人

员立即前往了解情况、采取措施，对养犬人进行宣传教育，并

在小区里张贴相关通知、倡议书等，有效规范了小区内的不文

明养犬行为。“养犬人的文明养犬意识十分重要。希望大家都

能文明养犬，共同维护社区和谐。”孙杰说。

（姜霄涵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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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防涝工程体系就像城市

的“血管”，排涝通道管网通畅，自

然 能 够 降 低 城 市 内 涝 的 发 生 风

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

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并明

确点出这项任务清单：“包括加快

城市管道老化更新改造等。”

读者来信版收到不少读者来

信 讲 述 城 市 内 涝 亲 身 经 历 ，呼 吁

多 措 并 举 、整 体 提 升 城 市 内 涝 治

理水平。

对此，记者采访了多位相关部

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基层工作人

员等。受访者认为，城市内涝治理

是一项系统性工作，要因地制宜、

因 城 施 策 ，提 升 城 市 防 洪 排 涝 能

力，用统筹的方式、系统的方法解

决城市内涝问题。

构建连续完
整的生态基础设
施体系，使城市
像“海绵”一样

城市排水安全与城市及周边

江河、区域河流水系的行洪、泄洪

以及区域滞洪能力密切相关。因

此，保护修复江河、湖泊、湿地，保

留天然雨洪通道、蓄滞洪空间，构

建连续完整的生态基础设施体系，

对于防治城市内涝至关重要。

山 东 东 营 市 地 处 黄 河 入 海

口，地势平缓、坡降比小，水体流

动性差，每逢台风过境，都会造成

严重内涝。“我们把城市看作有机

生命体，更加重视河道疏洪功能，

打通‘断头浜’、恢复已填埋河道，

增强城市及周边河湖水系的自然

连通和流动性。”据山东东营市委

书 记 李 宽 端 介 绍 ，当 地 还 建 设 了

天鹅湖蓄滞洪工程，32 平方公里

的 湿 地 上 分 布 着 多 个 湿 地 生 态

区，“不仅能够有效收集中心城区

涝 水 ，而 且 实 现 了 雨 洪 水 资 源 化

利用，保障城市生态用水需求，还

改 善 了 中 心 城 区 入 海 河 流 水 质 ，

实现了防洪效益、资源效益、生态

效益一举三得”。

广东广州市地处亚热带海洋

季风气候区，降雨强度大、时间集

中且频率高，加之城市水文效应、

河道行洪排涝功能不足等，局部内

涝时有发生。“位于老城区的东山

湖、流花湖等人工湖调蓄能力未能

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将因地制宜、

集散结合建设雨水调蓄设施。”广

州市水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有些城市市区明明有湖泊水

面，却不允许承接暴雨径流，理由

是雨水比较脏，会污染湖泊水质，

影响公园景观。”中国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程晓陶说，治

理城市内涝必须走综合治水之路，

在流域层面统筹考虑水量与水质，

形成洪涝统筹治理体系，“要充分

发挥绿地、土壤、河湖水系等对雨

水径流的自然积存、渗透、净化和

缓释作用，实现城市雨水径流源头

减排、分散蓄滞、蓄排有序，使城市

像‘海绵’一样，能够减缓和降低自

然灾害和环境变化的影响”。

实施排涝工
程 体 系 改 造 升
级，畅通城市的
“血管”

每 年 秋 冬 是 湖 南 长 沙 市 的

“旱季”，但对于城区排水事务中

心来说，却是工作旺季，得抢在这

个时候，对全市所有排水管网、泵

站 、排 口 等 进 行 清 查 和 检 修 。 岳

麓区赵洲港排水泵站担负着方圆

近 14 平方公里雨水管网来水的输

送 任 务 。 今 年 夏 天 ，泵 站 一 度 遭

遇“险情”：为大功率排水泵供电

的 双 电 源 系 统 同 时 停 电 ，汹 涌 的

洪 水 差 点 造 成 泵 站 供 电 系 统 损

毁。“后来，我们对全市所有泵站

的 供 电 系 统 进 行 了 改 造 ，重 新 布

局 了 架 设 高 度 ，确 保 泵 站 不 受 影

响。”长沙市城区排水事务中心河

西 片 区 片 长 沈 海 花 说 ，长 沙 市 投

资 约 1.5 亿 元 ，完 成 城 区 管 网 排

查、数据采集、数据库构建等信息

化 建 设 ，着 重 提 升 了 防 涝 设 施 调

度科学化精细化动态管理水平。

记 者 在 调 查 中 发 现 ，目 前 一

些城市预防内涝工作还存在一定

短 板 ，比 如 老 旧 城 区 地 下 排 水 管

网 建 设 相 对 落 后 ，全 市 排 水 管 网

建 设 管 理 多 头 参 与 ，难 以 做 到

“全网一张图”等。

安 徽 宣 城 市 夏 季 雨 量 集 中 ，

加之老城区建设初期缺少整体规

划、排涝泵站老化，雨水经常排不

出去，导致内涝发生。近年来，当

地 加 快 管 网 改 造 步 伐 ，实 施 雨 污

分流工程，新建、改造了 6 座排涝

泵站，实现自动排涝。“对宣城内

涝 防 治 来 说 ，目 前 的 问 题 主 要 是

排 水 系 统 不 够 完 善 、内 涝 防 治 机

构 专 职 人 员 较 少 、应 急 排 涝 设 备

等物资储备较少。”市城管执法局

城 市 排 水 所 所 长 焦 丰 年 说 ，宣 城

计划在管网、泵站安装传感器、检

测 设 备 等 ，实 现 对 雨 水 管 网 和 泵

站 运 行 工 况 实 时 在 线 检 测 ，综 合

分 析 城 市 排 水 系 统 安 全 运 行 态

势，及时预警城市内涝风险。

“城市内涝防治还存在城乡接

合部排涝设施标准较低、区域设防

标准未统一等问题。”在安徽合肥

市城乡建设局排水管理办公室副

主任赵德平看来，随着城市化进程

加快，一些城区周边乡镇并入城区

管理，但这些地方排水设施建设标

准偏低，部分排水管渠、排涝泵站

达不到现有标准，加上周边区域大

规模开发改变了自然排水系统，造

成排水能力不足。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

院教授黄国如表示，排水防涝工程

体系包括硬件改造和软件升级两

大 类 ，硬 件 改 造 主 要 包 括 整 治 河

道、改造地下管网、推行海绵城市

开发建设等；软件升级包括构建排

水系统信息化管控平台、研发城市

暴雨内涝监测预警系统、大力加强

城市排水设施管理等。“目前这两

方面建设都还不完善，欠账较多，

需要久久为功。”黄国如说。

加强监测预
警和预警响应，
构建城市内涝应
急管理体系

拿 出 手 机 ，江 西 萍 乡 市 海 绵

设施管理处副处长张运清在调度

微信群中频繁发出指令。“在手机

上 不 仅 能 随 时 在 线 发 出 指 令 ，巡

检员发现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海

绵 城 市 调 度 APP 随 时 上 报 ，包 括

位置、设施、巡检人、问题类型、接

收人等。”张运清说，通过信息化

技 术 和 自 动 控 制 措 施 ，实 现 了 各

类 海 绵 设 施 联 合 调 度 ，充 分 发 挥

海 绵 城 市 大 排 水 系 统 整 体 功 效 ，

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城市内涝应急

管理工作的效率。

“每逢雨季，我们有 18 台工程

车、400 多人分布在城区各个点位，

一旦城区排水事务中心发出指令，

即便是最远的涝点也只需要 20 分

钟，排水队伍就能赶到现场。”湖南

长沙市城区排水事务中心副主任

程继学说，“在一些短时间内难以

整治到位的易涝点上，我们还配备

了视频监控系统，实时监测积水情

况，第一时间对接辖区市政人员进

行处理。”

治理城市内涝，构建应急管理

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否及

时监测预警并作出准确预警响应，

是评判应急管理体系是否科学完

善的重要标准。防汛有关部门之

间应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互通有

无。”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

会委员许泽玮表示，暴雨预警发布

后，商超、轨道交通、学校、医院等

场所应配备专业救援队伍随时待

命，极端情况一旦出现，立即启动

应急程序。

今年夏天，台风“烟花”来袭，

浙江嘉兴市着重排查了应急响应

的各项工作，建立起隐患风险责任

清单。针对城市低洼积水点和易

涝部位，嘉兴市对城市易涝点开展

拉网式排查，及时对隐患风险点进

行治理。

“应急管理并非极端天气来临

时的一时之举，需要落实在日常管

理中。”许泽玮建议，一方面应加强

涉及排涝的关键设施、关键点位的

防护；另一方面，对人员密集场所

应及时进行疏散演练，特别应模拟

在超出城市内涝防治标准的降雨

条件下开展演练，确保地铁、公交

等重要设施功能不丧失。

提高公众防
灾避险意识和自
救互救能力，将灾
害损失减至最低

治 理 城 市 内 涝 任 重 道 远 ，当

遭 遇 极 端 天 气 时 ，群 众 应 该 怎 样

保 护 自 己 呢 ？ 许 多 读 者 表 示 ，应

加大城市防洪排涝知识宣传教育

力 度 ，提 高 公 众 防 灾 避 险 意 识 和

自救互救能力。

陕西榆林市读者冯彩琴表示，

关注预警、提前防护是最有效的措

施，“注意暴雨和积水预警信息，尤

其是地势低洼的小区、商场、车库

等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还要提

前选好避难场所，选择地势较高、

交通方便的地方，比如高层建筑的

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

的学校、医院等。”

“暴雨时应当尽量远离电器设

施，避免因漏电引发危险。尤其要

注意高压线塔、电线杆、路灯等，发

现异常迅速远避。”湖南邵阳县读

者王萍建议，内涝积水时应注意观

察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

旋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

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

“不要冒险把车开到有积水的

地方，停车时也不要选择低洼处，

谨防车辆进水。”甘肃兰州读者曹

明说，“万一车辆不慎进水熄火，切

勿重启发动机。遇到险情，不要留

恋 财 物 ，应 果 断 弃 车 。 被 困 车 中

时，赶紧用工具敲碎车窗逃生”。

“内涝过后也不能掉以轻心，

还要注意防治传染疾病。”上海静

安区读者郭媛说，避免饮用未煮沸

的水，食物也要生熟分开，食用前

要加热，不食用已腐烂的食物。

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城市内

涝治理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各城市因地制宜基本形成

“源头减排、管网排放、蓄排并举、

超标应急”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

系，排水防涝能力显著提升，内涝

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很

多地方都正在结合实际情况，采用

“分级设防、雨旱两宜、人水和谐”

的城市公共空间弹性利用方式，统

筹推进城市内涝治理工作，相信随

着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进一

步完善，标准降雨条件下的城市内

涝现象有望缓解。

建设源头减排、蓄排结合、排涝除险、超标应急的城市防洪排涝体系

推动城市内涝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本报记者 黄 超 史一棋 姜晓丹 窦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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