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２６日举行新闻吹风会，宣
布启动２０１６年中国技能大赛———
第４４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
赛。

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
张立新介绍， 此次全国选拔赛共
涉及第４４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与
结构技术、艺术与创意、信息与通
讯、制造与工程技术、个人与社会
服务、 交通与物流等六大领域４５
个项目，竞赛规模、参赛人数都创
历史新高。

全国选拔赛将于今年７月至９
月分别在全国１３个赛区组织开
展， 预计将有近千名选手报名参
赛。 对于全国选拔赛各项目选拔
出的集训选手， 由世界技能大赛
中国组委会秘书处颁发荣誉证

书， 并在现有职业资格等级基础
上晋升一级职业资格。 对于全国
选拔赛相关比赛项目具有职工身
份的优秀获奖选手， 将按照国家
级一类大赛相关规定，授予“全国
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 “世界
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
了世界职业技能领域的最高水
平， 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４３届。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第４４届世界技能大
赛将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

我国分别于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参加了第４１、４２、４３届世界
技能大赛。２０１５年８月， 我国在第
４３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了５金、
６银、４铜和１１个优胜奖的成绩，实
现了金牌零的突破， 创造了我国
参赛以来的最好成绩。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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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办２０１５年发布的 《关
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
见 》 要 求 ， 通 过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 将 ７０％的降雨就地消纳和
利用 。 到２０２０年 ， 城市建成区
２０％ 以 上 的 面 积 达 到 目 标 要
求 ； 到 ２０３０年 ， 城 市 建 成 区
８０％ 以 上 的 面 积 达 到 目 标 要
求 。 王家卓说， 这些指标并非
只针对试点城市， 而是面向全国
所有地区的。

业内人士指出， 目前， 虽然
一些试点城市在加快海绵城市建
设， 但不少地方海绵城市建设在
整体进程、 规划指标等方面仍然
面临一些挑战：

———已建成社区改造难。 海
绵城市建设， 重要任务就是对已
建成小区， 尤其是经常出现积水
小区进行 “海绵体” 改造。 相对
于新建城区或社区可以通过先期
区域详规、 中期施工监督、 后期

项目验收等指标与渠道来约束，
已建成的老旧社区建设难度非常
大， 被业内视为 “带刺的骨头”。

一个海绵城市试点建设负责
人坦言， 已建成社区海绵体改造
施工中会遇到各种矛盾， 比如新
增下凹式绿地， 可能导致停车位
减少； 房顶绿化， 面临违章建筑
拆除问题， “实现规划目标的难
度非常大”。

———建设标准不明晰。 尽管
住建部２０１４年发布 《海绵城市建
设技术指南》， 指导各地开展海
绵城市建设， 但由于各地建设海
绵城市的目标与方式差异较大，
只能靠试点城市自身 “摸着石头
过河”。

深圳市创环环保科技公司是
国内多地海绵城市建设的技术顾
问商。 总经理翟艳云介绍， 一些
试点城市职能部门对于海绵城市
建设内容都不太清楚， 以为就是

修修道路 、 收集雨水等 。 实际
上 ， 各个试点城市目标方向不
一， 有的重在储蓄水资源， 有的
偏重解决内涝， 有的侧重解决水
污染。 缺乏科学的建设标准， 就
容易使海绵城市建设走弯路， 甚
至南辕北辙。

———政府部门配套不同步 。
一些受访专家表示， 海绵城市建
设需要规划、 城建、 水务、 园林
等部门充分协调 “齐步走”。 尤
其是各地城市新区建设中， 即便
不是试点城市或区域， 也必须提
前规划、 系统建设。

济南城建集团副总经理刘相
华说， 当前一方面要投入大量资
金， 按照海绵城市标准改造既有
建筑小区， 另一方面大批传统路
面硬化的新小区不断建成， 不仅
导致重复投资浪费， 而且极易出
现改造速度永远赶不上城区扩张
的尴尬。

自２０１５年４月起 ， 住建部等
三部委先后公布两批中央财政支
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重点解决
城市建设中的水环境、 水生态和
内涝问题。 今年５月以来， 我国
多地城市遭遇暴雨、 出现城市内
涝， 其中包括济南、 武汉、 镇江
等多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 目前
已纳入试点的３０个城市中， 近期
出现内涝的城市至少有１４个， 占
比接近５０％， 其中首批试点的１６
个城市中， 至少有９个城市出现
内涝。

海绵城市建设是指通过加强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充分发挥建
筑、 道路和绿地、 水系等生态系
统对雨水的吸纳、 蓄渗和缓释作
用， 有效控制雨水径流， 被视为
增强城市防涝能力的重要举措。

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为何也会出现
内涝？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
务分院资源能源所所 长 王 家 卓
表 示 ， 当 前 部 分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试 点 出 现 内 涝 ， 这 恰 好 说
明 当 前 加 强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的
迫 切 性 。 试 点 城 市 之 所 以 出
现 内 涝 ， 一 方 面 试 点 启 动 时
间有限 ， 首批１６个试点城市去
年４月才确定， 第二批１４个今年４
月确定 ， 大部分项目还在建设
中； 另一方面海绵城市是个系统
工程， 大部分城市试点建设规模
仅二三十平方公里， 第一年建设
完成的区域基本都在几平方公
里， 小规模的海绵城市建成区无
法解决整体城市的内涝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 在一些试点
城市， 海绵化改造的点面 “对比

效果” 十分突出。 在试点城市河
南鹤壁市， 从７月８日起连下两场
暴雨， 平均降雨量超过１００毫米。
在改造后的桃园公园及淇水大道
等路段， 由于铺设了透水材料，
建设了下凹式绿地 、 蓄水模块
等， 雨水迅速下渗， 几乎看不到
暴雨肆虐的痕迹； 与此同时， 未
经过海绵化改造的主城区部分路
段积水严重。

济南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综合组副组长田戎介
绍， 海绵城市在治理内涝方面，
只是对一定范围内降雨量形成的
内涝起蓄滞作用。 遇到超过百毫
米、 甚至两百毫米的降雨， 防治
内涝还得看城市排水系统 。 比
如， 济南市试点规划中， 到２０２０
年市区海绵城市对应控制设计降
雨量为２７．７毫米。

已建成社区“海绵化”改造难

３０个试点城市近半内涝

远望7号船首次出征太平洋
新华社电 我国新一代远洋

航天测量船远望７号２６日驶出长
江口 、 驶向大洋 。 两天前 ， 远
望 ６号 、 ７号 船 驶 离 中 国 卫 星
海 上 测 控 部 码 头 ， 这 标 志 着
远望号 船队下半年高密度任务
已经拉开战幕。

此前， 远望５号船已经出航。
３艘测量船将奔赴太平洋、 印度
洋某海域执行多次航天发射海上
测控任务。

７月１２日， 远望７号船入列远
望号船队， 成为远望家族的 新
成 员 、 远 洋 航 天 测 控 的 主 力
军 。 这 艘 船 由 船 舶 通 用 平 台
和 航 天测控通信装备两大部分
组成， 集船舶建造、 航天测控、

航海气象、 船舶动力等领域的最
新技术于一身 ， 船长 ２２４．９米 、
宽２７．２米 、 高４４．２米 ， 满载排水
量２．７万吨 ， 可抗１２级台风 ， 自
给力 １００天 ， 能 在 太 平 洋 、 印
度洋 、 大西洋南北纬６０度以内
的海域执行任务， 同时满足特定
航道的航行要求。

今年下半年， 远望号船队３
艘远洋航天测量船计划累计出航
３８０余天， 将执行包括以天宫二
号空间实验室、 神舟十一号飞船
为代表的１０次航天发射海上测控
任务。 此外， 远望２１号、 ２２号两
艘火箭运输船， 将于８月中旬出
航执行长征五号首飞火箭的吊装
和海上运输任务。

中消协首起公益诉讼剑指雷沃重工
新华社电 中国消费者协会

２６日宣布对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等企业违法、 违规生产销售正
三轮摩托车案提起消费民事公益
诉讼。 这是新消法施行以来， 中
消协代表消费者发起的首起公益
诉讼。

据中消协介绍， 雷沃重工违
法 、 违规生产销售已被工信部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公告》 撤销的车型车辆， 侵害公
众人身安全， 污染生态环境； 违
反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 生产销
售尺寸超长车辆， 造成严重安全
隐患， 不仅威胁购车消费者的人
身、 财产安全， 也威胁行人和其

他车辆人员的安全。 涉及车辆数
量庞大， 很多车辆因不符合强制
性国家标准无法上牌， 发生交通
事故难以追责和索赔， 严重影响
广大公众切身利益 。 且 涉 案 车
辆大多在农村地区使用 ， 使用
者多为农民 ， 他们缺乏维权意
识和维权能力， 难以有效维护自
身权益。

中消协认为， 就此提起公益
诉讼有助于保护众多不特定消费
者的安全权益， 维护社会公共安
全秩序， 有助于规范和治理这一
行业的突出问题， 警示和惩戒不
法经营行为， 同时也是消协组织
依法履行公益诉讼职责的要求。

7月26日， 海南省三亚市上空乌云密布。 当日， 中央气象台发布
台风蓝色预警： 南海热带低压已于上午11时加强为今年第三号台风
“银河” （热带风暴级）， 预计将于26日夜间到27日凌晨在海南文昌到
陵水一带沿海登陆。 新华社发

今年第三号台风“银河”生成

30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近半数现内涝

近期，特大降雨覆盖我国南北多地，城区“看海”现象多发。承担着增强城市
防涝能力重任的海绵城市建设， 备受社会关注。“新华视点” 记者不完全统计发
现，全国３０个海绵城市试点中，近半数城市近期曾出现内涝。业内专家认为，海绵
城市建设是解决内涝问题的有效途径，但这是系统工程，建成面积不达到一定规
模，防治内涝不会马上见效。

住建部部长陈政高曾公开透
露， 预计海绵城市建设投资将达
到每平方公里１亿元至１．５亿元。

有业内人士计算， 部分地区
实际每平方公里建设投资成本可
能达到１．５亿元至２亿元。 按当前
国家海绵城市的建设规划 ， 至
２０２０年， 全国６５８个城市建成区
的２０％以上面积需要达到设计标
准， 全国每年投资总额预计将超
过４０００亿元。

建设海绵城市的巨大投资钱
从何来？ 记者了解到， 目前中央
财政给予各试点城市每年４亿至６
亿元专项资金补助 。 以济南为
例， 作为省会试点城市， 济南市
于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共可获得１５亿
元中央补助资金。

相对于巨额的海绵城市建设
投入， 中央财政补助显然难以支
撑。 各地也将ＰＰＰ作为资金筹集
的重要渠道。 按照预期， 鹤壁市
海绵城市试点建设总投资３２．８７

亿元 ， 其中政府财政投资２７．２４
亿元 ， 剩余５．６３亿元 资 金 需 靠
政 府 与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 ＰＰＰ）
模式来解决 ， ＰＰＰ模 式所占比
例约１７．１％。

尽管投资空间大， 项目选择
多， 但社会资本进入海绵城市建
设领域仍选择观望。 “技术门槛
高， 项目回报期长， 后期风险不
清 ， 一般企业不敢轻易尝试 。”
负责承接了多个试点城市单体示
范项目的翟艳云说， 即使企业在
海绵工程竞标中拿到合同， 如果
扣掉每年近７％的融资成本 ， 最
后也剩不下多少利润。

缺乏稳定收益回报， 是海绵
城市建设项目采取ＰＰＰ模式的最
大难题。 一个试点海绵城市建设
负责人介绍， 不同于地下管廊、
污水处理等收费运行项目， 一般
海绵城市项目属于公益项目， 后
期运营维护支出较大。

“我们曾尝试将改造后的停

车位作为投资收益回报， 但测算
结果一个投入１２亿元的项目， 相
关停车位收费１０年的整体收益才
１２０万元， 收益率基本可以忽略
不计。” 这位负责人说。

针对当前海绵城市建设中面
临的挑战， 一些地方已展开积极
探索。 浙江省嘉兴市通过引入民
间资本建立城市建设发展基金 ，
示范区内建设项目超过 ８成投
资 采 用 ＰＰＰ 模 式 ； 武 汉 市 明
确 ， 城区所有新建 、 改建 、 扩
建建设项目， 均要配套海绵城市
建设设施。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教授王
守清等专家认为， 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 需要各地因地制宜地制定
长期规划和实施方案， 从地方立
法和社会推广等方面入手， 提高
公众参与度； 对融资项目进行合
理搭配打包 ， 明晰权责条款设
计， 增强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

据新华社

亟需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城市“海绵化”成效几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