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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暴雨的重灾区是四川。7月 7
日晚开始，强降雨袭击四川盆地西部大
部地区，泥石流、山体滑坡、房屋倒塌
随洪水而来。截至 7月 10日，暴雨已
造成9人死亡，62人失踪。面对滂沱大
雨，四川采取紧急措施：对暂时在村活
动中心避险的游客和村民实施安全转
移；对滑坡体现场实施警戒；抚慰失踪
人员亲属；核查可能失踪的游客；向社
会及时发布相关灾情和救灾进展情况。

四川在接受考验，人们为它加油，
也为它揪心。接受考验的不止四川。
“! 日夜间到 "# 日，本市连续有强

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建议错峰上下
班 （学），选乘公共交通，减少出行远
离河道和地质灾害易发，注意安全。”$

月 %日傍晚，北京市手机用户陆续接到
了这样一条短信。尽管大雨并未如期而
至，但提前得知信息还是让不少市民感
到安心。同样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还有
北京市政府推出的“北京服务您”软
件，这款软件可以在预警公布 &分钟内
将信息推送至手机。

据悉，气象预警信息一般提前 ' 至
( 小时发布，是由于监测大气环境的多
普勒雷达图像每 )分钟更新一次，预警
结论要经过综合判断、反复会商才能最
终得出。有专家表示，“这样的时间虽

然不能保证物资的完全转移，但是人员
的及时撤离还是可以保证的。重要的是
通过气象部门和政府、媒体、通讯运营
商的协同合作，在短的时间内将预警信
息及时传播出去。”

除了采用短信形式将预警信息落实
到个人，今年汛期更有多媒体终端用于
预警信息传播：北京地铁站悄然出现防
汛宣传片，江苏张家港把气象预警搬上
街头高清 *+, 屏幕，河南郑州让天气
信息跟随公交车电子屏移动。预警信息
传播范围的扩大增加了人们接触防灾信
息的几率，减小了受灾可能性。

其实，气象部门发布预警信息提示
只是整体预警机制中的一部分。为了将
预警机制做得更加细致，各部门都紧绷
了防灾减灾的神经。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正面临着一
年一次的“大考”。北京市防汛指挥部
新闻发言人潘安君对媒体表示，今年国
家防总提前部署防汛工作，要求各防汛
指挥部加强应急值守，主要领导到岗待
班，科学研判雨情造成的影响，提前做
好工作部署。

等待着接受大雨考验的还有交通管
理部门。为确保公交车队安全运营，天
津市公交集团专门建立了网络化预警系
统，将公交运营调度指挥中心、各公交
运营企业和一线运营车队构成三级网
络。以气象台信息发布为依据，遇到
“中到大雨”预报时，提前 '-小时启动
预警预案；遇到“大到暴雨”预报时，
提前 "'至 '-小时启动预警预案。

减灾问题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教
授王绍玉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预警
机制是人类防灾减灾过程中最重要的一
个环节，将灾难防患于未然才是我们最
希望看到的结果。灾难永远是小概率事
件，但完备的应对体系和警钟长鸣的心
理能让最大程度上减小灾害可能带来的
伤害。”

因为频遭暴雨，武汉排渍
工人杨红亮身穿“武汉水务”
背心，在齐腰深的污水中，一
口气站了 % 个半小时，不断提
醒行人：“注意脚下，这里有
个井口。”渍水当前，为了尽快
解除险情，他们辛勤工作；为
了市民不再重复长沙女大学生
的悲剧，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当
路标。

内涝面前，有更多的社会
道德和良知显现，平凡之举传
递不平凡的感动。“人工路标”
是人们应对内涝的特殊举动，
但至少说明：面对内涝，普通
人在行动。
“$·'"”北京特大暴雨即将

满一周年，时间已经过去，但
暴雨带给人们的灰色记忆并未
远离，暴雨用巨大的代价给人
们上了一节防灾课。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城市和区域规划系主任吕斌向
本报表示，在经历了去年的特
大暴雨灾害之后，人们会吸取
以往的教训，对于灾害的总体
认识有所加强，心理承受灾害
的能力也有所提升。心态上的
成熟让市民更加从容对待可能
来临的暴雨季节。

经历过“$·'"”特大暴雨
的李女士说，“去年‘$·'"’
特大暴雨之后，我就在家准备
了应急箱，里面放了手电筒、
应急药物和食品。这两天下雨，
我特意到超市多买了几天的菜
放在冰箱里。”

吕斌认为，对公众防灾减
灾意识的培养是不容忽视的环
节，国家应该加强防灾减灾常
识教育。日本是个灾难大国，
但是由于政府经常进行灾难基
本常识的普及和灾难情况的预
演，并且向市
民大量投放漫
画形式的防灾
减灾手册，加
强市民对于灾
难和防灾措施
的认识，提高
人们抵抗灾难
的能力，培养
人们的生态观
和环境观，他
们往往能把灾
害的损失降到
最低。
“防灾意

识的教育和技
能的培训不仅

要系统，而且要针对不同人群、
不同的阅历、不同的灾种进行
细分。”王绍玉还提到一个比较
特殊的现象，“在‘$·'"’特
大暴雨中遇难的大部分是青年
人，而不是理论上‘易损性’
比较高的老年人和孩子。因此
在城市暴雨灾害中，人们处的
位置和时间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人的‘易损性’和不同的种类
的灾害有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教育普及和技能培养要因灾种、
因人群制宜。”

与日新月异的地上世界相比，
中国城市的“地下世界”更像一个
积重难返的病人。暴雨过后座座
“水城”现身，雨灾暴露了城市排水
系统的常年积弱，地下排水工程远
远滞后于地上城市建设。

据国家防总办公室的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省会以上城市的排水标准
一般只有一年一遇到两年一遇，其
他城市的排水标准更低。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城市内涝
不仅是技术性问题，也是投资管理
问题，解决之道在于加大地下设施
的投资，建立多层监管体系。做一
份长期的排水工程规划，真正实现
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近年来，经历过水灾之痛的城
市，开始下决心解决羸弱的排水设
施。武汉市鼎力增强地下管网建设，
先后启动污水全处理五年打算和排
水设施建设三年攻坚打算。北京也
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尤其城市中心
区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比如
开展小流域的治理，开展新农村建
设五项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城市
中心区周边的抗积涝能力。

城乡在暴雨中成长，只是，人
们期待它们长得更快些。中国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
师、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
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晓
陶认为，管网建设落后导
致“水排不出去”，更深
层次的原因是经济发展观
和官员政绩观的问题。
“在过去很短的 '#

年、(# 年当中，我国城市
化进程非常凶猛。在这个
过程中，地方政府更加重
视的是把表面上的高楼大
厦建起来，排水系统有被
忽视的倾向。”程晓陶说，
“一些官员政绩观也存在偏差，城市管
理者就容易将目光集中在地面上的东
西，有一点钱可能会优先解决供水、污
水、交通、供电等问题。另外，排水系统
也不是每天都会用到，一年可能就是
到了汛期才会发挥作用，而且到了汛
期也不见得年年都会有大暴雨，有些
人就会抱有侥幸心理。”

据了解，修建排水系统的投入很
大，有时候 "公里的管道就要花费几
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的资金，许多地
方政府出于政绩及成本的考虑，排水
系统的建造标准自然不会设计得很
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区域

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基于水的矛盾会
变得越来越复杂。

王绍玉说：“目前，中国城市化
进程很快，城市迅速扩张，但相应的
基础设施并没有跟上，并且城市空间
被肆无忌惮地占用。像北京这样的大
城市的防灾城市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
够实现的，还是需要合理的规划，需
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的政府现在也
有作为，但在防灾建设上的投资力度
还是不够大。灾难已经来过，但愿亡
羊补牢未晚，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变被动为主动，做好‘里子’的事
情。”

7月8日晚到10日下午，四川都江堰市降雨量超过940毫米，是

该市1954年以来的最强雨量纪录。10日10时30分左右，该市

中兴镇三溪村发生特大型高位山体滑坡，造成村民和游客2

人遇难，21人失踪。

四川是重灾区，但受灾的不止四川。

汛期来临，暴雨如期而至，各地轮番遭

殃：武汉公交车成冲锋舟；北京 16条

道路积水断路；滨州被灌小区变

池塘……近日，从北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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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冲刷出快速反应机制

汛期又至。

四川暴雨，3座桥垮

塌，多个城区被泡得够呛；武汉暴

雨，地下车库变“车冢”，内涝急得

“市长夜不能寐”……

一年一度的汛期对城市而言，不啻一场大考，

这样的汛考，还是持久战，一考就绵延几十天乃至数

月。一场暴雨过后，总有一些城市会失守，无奈地成为

泽国，总会有人在调侃，我们又在城里看海。

平心而论，在有了连续几年内涝造成巨大人员财产损失

的惨痛经历之后，我们的城市，对于防汛还是做了许多准备工

作的，普通的市民，也会在车里多放一把安全锤，对于如何安全

行车和步行涉水，也有了一定的知识，然而，暴雨的考验就是这样严

苛而无情，近期部分城市的大面积内涝，再次反映了这些城市在暴雨

面前不堪一击的现实。大雨冲刷之下，地下排水管网建设是否充分到

位，城市的规划设计是否科学合理，任何一点漏洞，都无从遁形。

所以，尽管雨果那句关于“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智慧与良心”的话

已被人们念叨了许多遍，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要朝着解决内涝痼疾的目

标进发，我们的城市建设，还是应当更多地朝智慧和良心工程倾斜。

为什么一到雨季暴雨我们就四处抢险疲于应付，说到底，还是城市

建设重视面子胜过了里子，大楼、广场建起来虽然也需要巨额投资，却

光鲜亮丽、见效迅速，而下水道等防汛工程却深埋地底，历史欠账又多，

施工复杂，费时费力，干了也不那么引人注目，自然不被青睐。于是，

一方面，地面建设如雨后春笋，四处快速扩张；另一方面，地下的排水

管网建设却没有同步跟上，严重滞后，这一点，几乎已成为许多城市

快速扩张的一个普遍现象或通病。

然而，通病不等于无治，求解还靠良心和智慧。要使城市不再

一到暴雨便成涝，处处看海，就需要痛下决心，通过实干偿还排

水管网建设的历史欠账，增强城市规划设计的系统性、科学性

和超前性，真正建好地下管网“主动脉”，让地下的血脉也

能畅通无阻。

汛期还未结束，大雨仍在滂沱。灾中有思不能止

于思，灾后更当有所行。

暴雨不相信眼泪，如果有一天，暴雨之中地

铁通道上不会挂“瀑布”，车子不会变成“潜

水艇”，道路上也不再“水漫金山”，这个

城市交出的汛考答卷就算令人满意，

到那时，尽管我们还是看不见脚

底的下水道，却同样会感激这

个城市为了良心工程的不

懈付出。

汛考检阅城市良心
叶晓楠

灰色记忆里孕育成熟心态

期待阳光照射的“地下世界”

北京市排水集团启动一级备勤。新

购置的大型移动泵车“龙吸水”在广渠

门桥区随时待命，保障桥区交通。

新华社记者 张 宇摄

7月 10日，四川都江堰特大型高位山体滑

坡，352名被困群众得到转移。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摄

7月9日，四川绵阳北川“5·12”
地震遗

址因暴雨淹没。 王关伦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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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市中兴镇三溪村特大型高位山体滑坡现场。 刘 杰摄（新华社发）

重地表，轻地下。 焦海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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