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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内涝影响城市运行

“一到雨天就得蹚水去上课。”家住广东
珠海的李圆圆告诉记者，小时候城市内涝可
谓家常便饭。“我记得上小学时，夏天下暴
雨，内涝积水会没过小腿，上学路上要特别
注意，不能走有漩涡的地方，因为可能是较
深的水坑，万一掉进去就危险了。”

李圆圆回忆，城市内涝不仅给上学带来
不便甚至是危险，也给家庭生活带来影响。

“那时我们家住一楼，一下雨妈妈就要把放在
床底的东西都拿到床上去，不然可能被淹。
赶上连续下暴雨，家中地面全是水，我们坐
在床上感觉像在一座小岛上，四周就像海，
真是名副其实的‘海景房’。”

不少受访人称，南方城市内涝比较常
见，对生活造成很大不便。“作为一个在武汉
生活的广东人，我对内涝可太有发言权了。”
目前在武大就读的小张告诉记者，十多年前
在家乡读小学，内涝严重时，老师会站在校
门口把低年级的孩子抱进教学楼。“这么多年
过去了，城市建得越来越美，但城市内涝还
是经常发生。真希望各地能好好治理，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

城市内涝为何频频发生？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姜彤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介绍，造成城市“看海”现象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从气候和环境角度来看，全球气候
变暖，极端事件频发，特大暴雨不断增多；
城市热岛效应，使暴雨出现的几率增加，导
致降水集中；城市汽车尾气排放等也会增加
空气中粉尘、颗粒物，容易产生凝结核，进
而产生降水。”姜彤说。

“不合理的城市规划也是内涝发生的重要
原因。”姜彤指出，一些城市新区建设过程

中，防洪设施没能跟上，同时老城区管道老
化，排水标准较低，排水系统建设滞后，在
出现连续暴雨的时候，就容易发生内涝。此
外，城市大量采用硬质铺装地面，渗透力下
降，而城市中植被稀疏，水塘较少，难以贮
存雨水，汇水后易形成积水。

一城一策，实现涝时能排

未来几年，防治城市内涝将从何处着力？
此次 《意见》 明确，既要统筹规划、整

体设计，又要因地制宜，“对症下药”。
统筹规划，就是要形成流域、区域、城

市协同匹配，防洪排涝、应急管理、物资储
备系统完整的防灾减灾体系。

给城市“留白增绿”。据介绍，相关城市
将逐步恢复并增加水空间，扩展城市及周边
自然调蓄空间。在城市建设和更新中，结合
空间和竖向设计，优先利用自然洼地、坑塘
沟渠、园林绿地、广场等实现雨水调蓄功能。

消除管网“空白区”。国家将加大排水管
网建设力度，改造易造成积水内涝问题和混
错接的雨污水管网，修复破损和功能失效的

排水防涝设施，新建排水管网尽可能达到国
家建设标准的上限要求。改造雨水排口、截
流井、阀门等附属设施，确保标高衔接、过
流断面满足要求。

因地制宜，就是不搞“一刀切”，而是一
城一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唐登杰表
示，有关城市要根据本地自然地形地貌条
件、水文气象特征等因素，特别是近年来已
经出现严重内涝的重点区位和导致内涝问题
的重点环节，全面梳理出“十四五”期间内
涝治理的重点建设项目。“尤其是去年发生过
内涝的区段，要因地制宜实施治理工程，确

保内涝不再发生。”唐登杰说。具体要求是，
老城区结合更新改造，修复自然生态系统，
抓紧补齐排水防涝设施短板；新城区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建设排水防涝设施。

减少城市内涝，既要提升硬件，也要改
善管理。此次 《意见》 特别强调，要建立健
全城区水系、排水管网与周边江河湖海、水
库等“联排联调”运行管理模式。加强跨
省、跨市河流水雨工情信息共享，提升调度
管理水平，根据气象预警信息科学合理及时
做好河湖、水库、排水管网、调蓄设施的预
腾空或预降水位工作。

信息化技术也将更多地运用到治理城市
内涝中。包括建立完善城市综合管理信息平
台，整合各部门防洪排涝管理相关信息；在
排水设施关键节点、易涝积水点布设必要的
智能化感知终端设备；有条件的城市，城市
综合管理信息平台要与城市信息模型（CIM）
基础平台深度融合，与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
台充分衔接。“智慧平台的建设，可以很好地
提升城市面对汛情的应急水平、调度水平。”
姜彤说。

治理内涝，资金土地有保障

目标已经确定，如何落到实处？
责任主体明确。“城市政府是内涝治理工

作的责任主体，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把治
理内涝作为保障城市安全发展的重要任务抓
实抓好。”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强调。

政府投入加大。据介绍，中央预算内投
资将加大对城市内涝治理的支持力度，城市
内涝治理领域符合条件的项目将纳入政府债
券支持范围。“地方政府要按照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的原则，加大城市内涝治理资金投
入，探索建立‘按效付费’等机制，切实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该负责人说。

多渠道筹措资金。今后，将探索供水、
排水和水处理等水务事项全链条管理机制，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探索统筹防洪排涝和城
市建设的新开发模式，整合盘活土地资源和
各类经营性资源。

用地有保障。据了解，城市内涝治理重
大项目将纳入国家重大项目清单，加大建设
用地保障力度。在地下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应优先保障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

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时期
将加快治理城市内涝，力争 5 年内见到明显
成效。到2025年，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而到2035年，各城市排水防
涝工程体系将进一步完善，排水防涝能力与
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要求更加匹配，总体
消除防治标准内降雨条件下的城市内涝现象。

记者了解到，不少城市已在建设“海绵
城市”。

“海绵城市的特征主要包含6个方面，分
别是渗、滞、蓄、净、用、排。”姜彤介绍，

“渗”即保证城市雨水渗透的效果；“滞”为
减缓雨水流失的速率，提升城市土壤吸纳雨
水的能力；“蓄”是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吸纳雨
水，作为城市水资源的补充；“净”“用”

“排”则是对雨水进行适当处理，从而进行雨
水的资源化利用和循环利用，利用调节塘、
调节池、雨水湿地、透水砖等设施控制径流
总量，削减峰值，使城市能够真正做到“涝
时能排”。姜彤表示，“借助海绵城市建设平
台，可助推经济向可持续、稳增长方向发
展，还可重塑公众关于城市建设的认识，引
导公众增强生态环保意识。

未来几年，随着治理内涝的措施逐步推
进，“城市看海”将成为过去。

《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的实施意见》近日发布，确定到2025年内涝治理系列目标——

让城市告别“看海”现象
本报记者 孔德晨

住在“海景房”、“划船”去上学
——网友们这样调侃城市内涝。

汛期临近，又到了防涝防洪
的关键期。近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的
实施意见》，提出要统筹推进城市
内涝治理工作，力争到 2025年，
各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显著提升，
有效应对城市内涝防治标准内的
降雨，老城区雨停后能够及时排
干积水，低洼地区防洪排涝能力
大幅提升，历史上严重影响生产
生活秩序的易涝积水点全面消
除，新城区不再出现“城市看
海”现象。

治理城市内涝，有了时间表
和路线图。

随着老龄化加速，中国老年人口数量越来越
多。不少老年人因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在出行、就医、消费等日常生活中遇到不便。

5 月 20 日，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指导
下，滴滴公益基金会联合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
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全国智慧
助老公益行动，在全国 15 个城市招募、培训 2 万名
老年志愿者，通过“传帮带”方式，帮助至少 20万
名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您打开微信，点一下放大镜图标，输入滴滴老
年版，就能进去打车了”“在这儿输入您家地址，再
输入闺女家地址，到时候就可以直接打车去看闺女
啦”……在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社区，志愿者们正
在教社区老人们用智能手机打车。特别的是，这些
教老人们使用手机的志愿者，自己也是六七十岁的
老人。

70岁的芦婉华老人就是其中一位志愿者，“我今
天是自己用手机叫了辆滴滴快车过来的”。在成为志
愿者前，芦婉华等人接受了专门的智能技术培训。
现在，除了能够熟练使用微信、滴滴打车，这些志
愿者们还学会了使用更多智能手机功能，“用手机上
网挂号、做美篇、玩抖音，这些我们都用得来。”

通过老年志愿者教更多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
这种“传帮带”方式受到了社区老人们的欢迎。当
日，不少老人主动向志愿者寻求帮助。“花甲助耄
耋，低龄老人帮高龄老人，交流起来更容易一些，
更年长的老人也不用担心耽误我们的时间，或者是
怕我们不耐烦。”芦婉华说。

全国智慧助老公益行动旨在解决老年人在智能
应用技术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让老年人更好享受
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利。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肖才
伟表示，这一行动能够切实增进广大老年人福祉，
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实践活动。滴滴公益基金会秘
书长罗真真表示，未来，滴滴公益将继续发挥服务
出行的能力优势，同时走进社区帮助更多社区老人能用、会用、敢用智能
服务，跨越数字鸿沟，共享智慧生活。

据悉，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指导下，滴滴出行已在全国正式开通老年
人电话叫车热线，为老年人提供电话叫车服务。同时，滴滴在全国上线

“滴滴老年版”微信小程序。老年人在小程序内设置超市、学校、子女住
址、医院等10个常用地址，即可实现“一键叫车”。

本报北京电 （记者丁怡婷） 国家能源局近日
印发 《关于 2021 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
事项的通知》 提出，2021 年，全国风电、光伏发
电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达到11%左右，后
续逐年提高，确保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
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20%左右。

今年是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的第一年。
中国提出，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
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我国风电、光伏发电发展的边界条件发生深
刻变化，有必要按照目标导向，出台新的年度政
策，完善发展机制、释放消纳空间、优化发展环
境，给行业和企业更加明确的预期，促进风电、
光伏发电实现大规模、高比例、高质量跃升发
展。”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为做好大规模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并网消纳
工作，《通知》提出建立保障性并网、市场化并网
等并网多元保障机制。各省区市完成年度非水电
最低消纳责任权重所必需的新增并网项目，由电

网企业实行保障性并网，2021 年保障性并网规模
不低于9000万千瓦。《通知》还明确，今年户用光
伏发电项目国家财政补贴预算额度为5亿元。在确
保安全前提下，鼓励有条件的户用光伏项目配备储
能。户用光伏发电项目由电网企业保障并网消纳。

优化风电、光伏发电发展环境方面，《通知》
要求，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要优化营商环境，规
范开发建设秩序，不得将配套产业作为项目开发
建设的门槛；加大与相关部门的协调，督促落实
项目建设条件，推动出台土地、财税、金融等支
持政策，减轻新能源开发建设的不合理负担。电
网企业对纳入年度开发建设方案的保障性并网项
目和市场化并网项目不得附加额外条件。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
发电装机达到9.34亿千瓦，同比增长约17.5%。其
中，风电装机 2.81 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 2.53 亿
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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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的第一年——

“风光”发电量将占全部用电量约11%

◀近日，江西
省吉安市泰和县强
对流天气频发，持
续出现强降水，导
致江河水位上涨。
泰和县及时发布暴
雨预警信号、开闸
泄洪，防范城市内
涝等，确保汛期安
全。图为5月19日，
江西赣江石虎塘航
电枢纽大坝正在开
闸泄洪。

邓和平摄
（人民视觉）

▼近日，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在黄冈市黄州区开展抗洪
抢险综合实战演练。演练设置舟艇编队大面积转运被困群
众、内涝排险等科目。图为舟艇编队在转运“被困”群众。

王 方摄 （人民视觉）

◀5月下旬，湖
南省郴州市嘉禾县2
万多亩杨梅陆续成
熟，各地合作社及
村民抢抓时节采摘
杨梅上市。图为5月
23 日，村民在嘉禾
县晋屏镇邓家村石
马果园采摘杨梅。

黄春涛摄
（人民视觉）

◀5月 23日，游客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移风店镇上泊村暖
棚葡萄种植户的大棚里采摘葡萄。 梁孝鹏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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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区雨停后能够及时排干积水

低洼地区防洪排涝能力大幅提升

易涝积水点全面消除

新城区不再出现“城市看海”现象

到 2035 年，总体消除防治标准
内降雨条件下的城市内涝现象。

到2025年，各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显著提
升，有效应对城市内涝防治标准内的降雨

治理城市内涝“时间表”治理城市内涝“时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