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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线住进了“集体宿舍”

在 “莫兰蒂” 侵袭厦门之
后， 全城大范围停水停电。 位
于集美新城的王文津家中也不
例外， 但是仅仅过了不到两天
的时间， 老王家中就恢复了水
电供应。

“当时很多人家里停水停
电了一整个礼拜呢， 毕竟是百
年一遇的台风。” 老王说， 好
奇心驱使他去了解为何自己所
在的小区恢复地这么快， 后来
才得知原来是地下综合管廊立
了功———廊内管线 “毫发无
伤”， 这为外部恢复输电供水
赢得了先机。

“以前抬头就见的 ‘蜘蛛
网’ 没了， 现在能直接看见蓝
天了。”

“不用担心路面耷拉的缆
线漏电了。”

“不用整天为 ‘马路拉链’
绕道了。”

“没有电线杆挡路了。”
“ 马 路 、 绿 地 更 宽 了 ”

……
在湖边水库地下综合管廊

项目片区， 居民欣喜于实实在
在的 “获得感”。 城市的变化
也让一些久未归国的闽南华侨
眼前一亮 ， 直呼家乡的变化
“翻天覆地”。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肖燃
说， 地下综合管廊带给百姓的
不仅仅是这些， 还有大量释放
的地上可用空间， 将原本被割
裂的城市重新整合， 真正做到
了 “还地于民”。 民事不可缓。
今天的厦门 ， ２９．４８公里地下
综合管廊已投入使用， 这个长

度大约可以环绕厦门岛大半
圈 ， 另外还有６０．５７公里正在
紧锣密鼓地建设当中。 根据厦
门市城市规划 ，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 全市的地下综合管廊长度
将超过３１０公里。

然而， 厦门城市规划者的
雄心， 远不止于此， 他们力图
将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工 程 打
造 成 为 未 来 城 市 的 “ 主动
脉” 和 “生命线”， 为探索可
复制、 可推广的 “厦门样本”
而不懈努力。 据新华社

———福建厦门谋划地下管廊建设新样本
“我们会根据管线的不同属性， 将他们分别安排进地下综合管廊这个

‘集体宿舍’ 的 ‘上下铺’， 这样既解决了‘马路拉链’和‘空中蜘蛛网’问题，
检修时还能一目了然。 ”厦门市政管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规建部经理黄翀说起
地下管廊的建设和优势来赞不绝口。

为了保护城市供电、供水的生命线，防范台风等气象灾害的袭扰，厦门积
极探索地下城建设，并在全国率先谋划出了一套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新样本。

“刚刚搞好的路 ， 怎么又
挖开了？” 这样的抱怨是不是
很熟悉？

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 曾
经的厦门也遭遇过这样的尴
尬 ： 今天电线入地 ， 明天 供
水管迁移 ， 后天通信线路检
修 ， 城市的路面隔三差五地
被 各管线单位 “野蛮开拉 ”，
市民有抱怨， 市政部门也是有
苦难言。

２０１１年， 福建省首条干支
线综合管廊———湖边水库综
合管廊项目开始投入使用。 在
这条总长约５．２公里的地下 长
廊中 ， 电力高压电缆 、 通信
电缆、 城市自来水管道、 再生
水管道全部 “住” 进了 “集体
宿舍”。

“ 集 体 宿 舍 ” 好 处 很
多———

尽管盛夏的气温高达３５摄
氏度以上， 但在温度仅有２８摄
氏度左右的 “集体宿舍” 里，
管线都在 “享受” 着和人一样
的 “居住体验”， 再也不怕日
晒雨淋 ， 也不用埋在地里 和
土石蚯蚓做伴 ， 管线的使用
寿命和安全可靠性得到了极大
提升。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输电电
缆班班长陈朝晖每天的工作就
是和这些电缆打交道， 自从电
力电缆入廊后， 他身上的压力
也小了不少， “在管廊里作业
的空间变大了， 几个不同领域
的人一起做事完全没问题 。”
陈朝晖说。

更让人惊叹的是， “集体
宿舍” 中每个 “成员” 的工作
状态全都显示在监控室的大屏
幕上， 哪个 “成员” 一旦 “生
病”， 监控终端马上就能显示
出病症的级别和位置， 检修人
员可以按图索骥直达 “病灶”。

根据电力部门出台的安全
规范， 在过去编织 “空中蜘蛛
网 ” 的时代 ， 竖电线杆的 地
方 需 要 设 置 一 定 的 安 全 距
离 。 据测算 ， 仅湖边水库一
带 就 需要耗费高压走廊土地
２２万平方米。

也就是说， 当地下综合管
廊项目投用后， 这２２万平方米
的地上空间被完全释放了， 这
对于极度 “缺地” 的厦门岛而
言， 可谓是一个重大利好。

“欠账文章” 背后的 “厦门模式”

“集体宿舍” 代替了 “马路拉链”

“集体宿舍 ” 的成功建设
可不是一蹴而就的。

２００７年年初， 时任厦门市
副市长、 现厦门市委书记裴金
佳召集多部门开会， 专题研讨
建设城市道路地下综合管廊的
有关事项， 一个既能提高城市
安全保障水平， 又能集约利用
和优化城市地下空间的 “厦门
方案” 浮出水面。

在地下管廊的种种优势面
前， 每公里动辄数千万甚至上
亿元的工程造价费用成为管线
企业望而却步的 “拦路虎 ”。
一些企业在自家地沟、 管道的
“一亩三分地” 上盘算着自己
的 “小九九”。 出于对城市
发展规律的清醒认识， 厦门市
明确提出： 地下空间建设既是
一笔欠账， 也是一篇大文章，
要抓紧推进规划建设。

厦门市政府出台行政强制
令： 在新开发和规划的管廊区
域， 如果有管线经过， 就必须
入廊 。 对于老城区的已有管
线 ， 如果有整改治理需求 ，
则要借此将高压线、 架空线管
廊化。

看似不近人情的一纸强制
令刚开始推行时确实阻力重
重， “很多管线因为归属管理
等原因， 在协调时往往存在实
际困难。” 厦门市市政园林局
总工程师王艳艳说。 但后续的
事实证明了入廊的正确性。

２０１６年９月 ，超强台风 “莫
兰蒂”登陆厦门，近７０万株树木
倒伏，一些市政设施受损严重。
但湖边水库、 集美新城核心区
等区域的市政管线却在地下管
廊的保护下安然无恙。

“要不是因为 ‘莫兰蒂’，

大家对地下管廊建设的思想还
没那么统一， 没觉得多紧迫、
多必要。” 集美区政协副主席、
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
陈友谊说。

既然是 “欠账文章 ”， 只
算经济账必然只能得出 “高投
入、 低回报” 的数字结论。 但
是不考虑投入产出， 也不符合
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理念。

于是， 由厦门市财政作为
资本金进行适当补贴， 由专业
的管廊公司负责投资建设， 以
企业化管理的方式实现综合管
廊的 “共建共享”。 在 “政府
扶持 、 企业运作 ” 的主基调
下， 厦门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参
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实
现了多元化的投资体制， 一种
全新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厦
门模式” 应运而生。

让百姓赢取看得见摸得着的 “获得感”

新华社电 近日 ， 浙江台州
将全市2858个村居 （社区）、 392
家企业的出租房屋进行了一次
“旅馆式” 的改造， 通过信息化
的手段， 将分散的居住出租房屋
串联成一家家 “旅馆” 进行规范
化管理。

近年来， 许多无序扩张的出
租屋在登记纳管上存在漏洞 。
台 州 市 公 安 局 人 口 服 务 管 理
局 政 委 杨 枫 说 ， 台 州 市 套 用
旅 馆 的 管 理 模 式 ， 以 村 居 为
例 ， 把 一 个 村 当 做 是 一 家 大
宾 馆 ， 在 村 居 设 立 “ 旅 馆 总
台 ” ， 为 流 动 人 口 提供租房信
息、 办理房屋出租、 招工信息以

及流动人口信息登记、 法律维权
咨询等各项服务。

温岭市城西街道下保宅前村
是最早尝试出租房 “旅馆式” 管
理的村居之一， 所有登记入网的
房 源 都 必 须 配 备 应 急 灯 、 灭
火 器 等基础灭火器材 ， 一旦消
防检验不合格， 这套房子就不允
许出租。

据了解 ， 自实施出租房屋
“旅馆式” 管理以来， 台州市各
类发案下降幅度达到53%， 火灾
事故 “零发生”。 同时， 台州公
安还抓获了藏匿于出租房内的各
类违法犯罪嫌疑人356人， 其中
逃犯12人。

浙江台州出租房变“旅馆”

新华社电 记者从济南市公
安局获悉， 公安机关近日出台户
口迁移新政， 取消购房、 投资纳
税落户条件限制， 实行居住就业
落户， 将惠及一大批长期在济南
居住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

据 了 解 ， 济 南 市 此 前 购
房 、 投资纳税落户条件规定 ，
落 户 需 符合购房面积９０平方米
且取得房产证 、 购买二手房需
取得房产证满 ２年 ， 以及当年
纳税 ３万元或 ３年累计纳税 ５万
元 等 条 件 。 很 多 外 来 务 工 人

员由于购房面积 、 购买年限不
足或不符合投资纳税条件而不能
落户。

济南新政规定， 参加济南市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满１年， 拥有
合法住宅用途房产 （含居住性质
公寓） 并取得房产证或不动产证
的， 可申请落户济南市区， 大大
降低了落户标准。 一大批长期在
济 南 拥 有 购 买 、 继 承 或 赠 予
等 合 法产权住房 ， 实际居住 、
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将由准市民
转为新市民。

济南取消购房和投资纳税落户条件限制

8月17日， 海南省琼海市的渔船将捕捞的新鲜海鱼运至码头。 南
海伏季休渔于8月16日结束， 相关海域渔民出海捕鱼， 陆续将新鲜海
产品运送回港。 新华社发

捕鱼归来

本报讯 眼下， 生长在内蒙
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的试验田里
的蚕豆、 豌豆、 荞麦、 藏红花和
芸松等芽苗菜籽种已进入收获
期。 当地贫困户将因这颗来自京
城的小小籽种逐步摘掉贫困的帽
子 ， 一起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
道， 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脱贫攻坚
彰显北京农业科技的力量。

兴和县地处北京2小时经济
圈 ， 原生态的土地没有任何污
染， 但却因天气干旱、 土地贫瘠
多年撂荒。 京蒙一家亲， 携手同
发展。 在北京市农业局、 北京市
科委等相关职能部门协调下， 以
研发 “纸上种菜” 发展壮大的张

桂 琴 带 着 她 的 北 京 市 绿 山 谷
芽菜有限责任公司的 “芽苗菜”
原种来到兴和县， 与当地多部门
组成精准扶贫小组， 调研后选出
当地9个乡镇的首批百余户建档
立卡的贫困村民种植， 为他们统
一提供 “芽苗菜 ” 原种及每亩
200元的土地前期使用费、 劳务
费， 种籽成熟后， 绿山谷公司将
会按照高于市场种籽价格一成进
行回收。

此外， 还从北京派出专业技
术人员数十人次， 对兴和县贫困
户进行种籽的全程服务 。 据了
解， 在取得经验后， 明年将向冀
蒙地区推广。 （陈有根）

北京农业科技助力内蒙古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