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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暴雨天气下如何防治内涝？
今年入汛以来， 南方地区暴

雨不断。 截至7月1日， 中央气象
台连发30天暴雨预警。 降雨持续
时间长、 影响范围广， 多地再现
“城市看海”。

城市内涝几成顽疾 ， 如 何
推 进 综 合 防 治 ， 才 能 不 再 年
年 “看海”？

区域性暴雨洪水重于常
年 城市“洪涝混合”

近期， 我国暴雨过程多、 水
量大， 局地出现极端暴雨， 一些
中小河流洪水多发重发， 区域性
暴雨洪水重于常年。 国家减灾委
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水利学会
城市水利专委会主任委员程晓陶
说， 今年一些城市呈现出 “因洪
致涝、 因涝成洪、 洪涝混合” 的
特点。

记者在多个城市看到， 一些
市区道路积水严重 。 6月以来 ，
湖北省共出现5次区域性强降水
过程 ， 恩施 、 宜昌 、 荆门 、 黄
冈 、 襄阳等地反复遭受暴雨袭
击， 发生严重暴雨洪涝、 城市渍
涝等灾害。

6月以来， 重庆先后经历多
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 多条穿越
城市的河流出现超警戒、 超保证
水位。 加上重庆独特的立体城市
形态， 一些沿江低洼路段的积水
无法排入江中， 渍涝严重。

在广西桂林阳朔县， 前段时
间的连续大暴雨达30小时之久，
造成县城大面积内涝， 其中城市
主干道甲秀桥因是高点， 成为水
中 “孤岛”， 停满车辆。

记者注意到， 城市内涝呈现
出一些特点。

———城市老城区内涝相对严
重。 受6月29日暴雨影响， 湖北
武汉武昌区中南一路一老旧小区
内严重内涝， 水及腰深， 小区多
名老人被困。

———新建城区内涝频繁。 桂
林市雁山区是近10年发展起来的
大学园区， 多所高校在这里建设
了新校区， 但几乎每年都会遭遇
不同程度的内涝。

———县乡内涝呈上升趋势 。
近两年来， 县城内涝呈现上升趋
势， 如桂林阳朔、 永福、 平乐，
柳州柳城、 融水等， 均连续出现
高于规划预期防洪排涝标准的内
涝灾害。

排涝系统先天不足致城
市内涝 “痼疾难除”

多位专家表示， 造成内涝的
因素有很多， 但主要原因在于排
涝系统先天不足。

很多老城区基础设施欠账
多。 有专家介绍， 很多地方的排
水标准低， 部分城市达到 “三年
一遇” 或 “五年一遇” 标准， 而
一些发达国家排水标准是 “十至
十五年一遇”。

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
局长覃融表示， 一些发达国家城
市基础设施投资中地上和地下比
重几乎达到1:1，而在我国一些地
方，长期以来乐于搞看得见的“地
面形象”，忽视投入大、见效慢的
“隐蔽工程”， 地下基础设施建设
难以满足城市防洪抗涝需求。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 “重
地面轻地下” 的建设思维也延续
到新城规划中。 一些从事县乡基
层建设的专家表示， 近年来， 三
四五线城市开发进度加快， 但对
于城市地下基础设施建设 依 然
重 视 不 够 ， 导 致 新 城 内 涝 呈
上升趋势。

据合肥市排水管理办公室有
关负责人介绍， 城乡接合部地区
是防涝短板， 这些地区的乡镇新
纳入城区， 但排水管网并未及时
优化提升， 有的乡镇甚至没有规
划完整的地下管网， 一旦遭遇强
降雨天气， 容易发生内涝。

有专家介绍， 大规模城市扩
张往往也会造成水土流失加剧、
局部水系紊乱、 河道与排水管网
淤塞， 人为导致城市防洪排涝能
力下降。

记者调查发现 ， 一些试点
“海绵城市” 局部内涝现象相对
减少， 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 “城
市看海” 问题。

重庆已完成试点42.1平方公
里 “海绵城市” 建设， 在试点区
县， 内涝现象相对较少。 作为全
国首批试点城市， 武汉市 “海绵
城市” 建设已开展5年， 城区部
分小区未受暴雨影响。

据业内人士介绍， “海绵城
市” 一般都增加了透水地面， 增
强自然土壤吸纳雨水的能力； 适
度提高地下管线标准， 增强地下
排水系统抗灾能力； 实现泵阀全
自动化， 运用智能管网提高系统
运转效率， 对于减少区域性的城
市内涝确实有效。

住建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

导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俞孔坚
说， 过去的 “海绵城市” 试点范
围是城市局部而非整个城市， 建
设效果显著， 但要彻底解决城市
的内涝问题， 还需从源头开始，
在更大范围内与国土生态治理 、
水利工程生态化 、 田园海绵化
等系统治理结合在一起， 用基于
自然的理念， 系统解决城市洪涝
问题。

程晓陶表示， “海绵城市”
要实现 “小雨不积水、 大雨不内
涝、 水体不黑臭、 热岛有缓解”，
有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 “一些
发达国家用三四十年才走完这一
历程， 我们需要更多基础研究 、
监测分析， 不能想着靠短期高投
入一蹴而就。”

多地加强监控防范内涝
风险 多举措增强城市排水
能力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
长王章立表示， 进入七八月份以
后， 雨区往北移动， 北方也进入
主汛期。 按照预测预报， 南方要
防御台风造成的暴雨洪水灾害，
北部地区也可能会发生洪水。

记者了解到， 多地已针对可
能发生的风险采取防范。 如武汉
提前展开水域应急救援训练， 针
对性开展培训 。 成都市 正 通 过
开展排水设施汛前维护检查、
城市道路内涝风险点位整治、 重
点区域综合整治、 下穿隧道排水
能力提升改造等工作提升城市排
涝能力。

有专家表示， 面对城市内涝

灾害， 首先需要加强实时监控，
及时提供灾害预警 。 如武汉从
2016年开始发布中心城区降雨渍
水风险图和主要易渍水点分布
图， 对中心城区进行全方位、 全
过程的雨情、 水情研判， 并第一
时间发布渍水路况信息， 以便市
民进行防范。

多位专家认为， 除短期预警
防范外， 更要从推动规划完善、
理顺体制机制入手， 统筹推进综
合防治。 “在新城建设中， 尤其
需要完善法律法规与城市规划，
推动城市内涝问题的解决。” 程
晓陶说。

中国政法大学应急管理法律
与政策研究基地主任林鸿潮表
示， 很多城市的内涝问题都与土
地规划比例不协调有关， “城市
要减少内涝灾害， 就要加强区域
内的水渗透能力， 例如增加公园
面积、 减少工商业经济用地等。”

还有一些地区提出深层隧道
排水工程的解决方案。 成都市水
务局排水管理处处长何剑告诉记
者， 现有对城市排水管网的解决
方法都受城市地上、 浅层地下空
间高密度开发所限， 而深层隧道
排水工程可作为现有浅层地下空
间排水管网的补充和兜底。

“摸清家底， 补充完整基础
资料数据， 是我们诊断城市 ‘内
涝病’ 的重要依据。” 四川大学
水力学与山区河流开发保护国家
重点实验室教授张建民说， 这样
不仅能有效优化地下管网规划设
计， 还能让应急排涝手段有的放
矢， 提升极端天气下城市设施的
应对能力。 据新华社

多地再现 “城市看海”

世界卫生组织6月29日确认，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已突破1000万
例。专家认为，这表明目前全球抗
疫形势整体仍较严峻， 在相关疫
苗问世前， 预计疫情还将持续一
段时间。面对巨大挑战，人类社会
唯有团结合作， 方能共克时艰。

确诊病例还将上升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6月

29日说， 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范围
内加速蔓延。该组织数据显示，在
疫情暴发第一个月， 全球报告的
确诊病例不足1万例，而最近一个
月报告约400万例， 病例数从900
万升至1000万仅用了5天时间。

“在能够大规模接种疫苗前，
预计确诊病例数还会继续上升。”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人类免疫学教
授徐小宁对新华社记者说。

世卫组织驻俄罗斯代表武伊
诺维奇6月29日表示， 在民众能
够通过接种疫苗形成对新冠病毒
具有良好免疫力的群体前， 预计
人类还要与这种病毒 “斗争1年
到1年半时间”。

英国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
学院医学微生物学教授布伦丹·
雷恩说， 在疫苗问世前， 由于全
球超过90%的人口对新冠病毒还
没有免疫力， “新冠大流行还将
继续”。

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
与经济学副教授陈希表示， 全球
确诊病例增速还在持续上升， 抗
疫形势非常严峻。 目前人类正经

历全球治理不够完善的全球化，
更加暴露人类社会在大传染病面
前的脆弱性。

团结抗疫更显必要
多国专家认为 ， 疫情突破

“千万” 级， 更凸显全球团结抗
疫的必要性。

雷恩说， 研发新冠疫苗需要
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因为要想得
知新疫苗是否有效， 需将其拿到
病毒传播还非常活跃的地区测
试， 这意味着一个能够制造疫苗
但病例数较少的国家， 可能需要
把疫苗拿到一个疫情较重的国家
去测试。

陈希认为， 各国可在病例追
踪检测、 科研信息和防治经验共
享等多方面加强合作， 中国的一
些抗疫经验可供参考。

徐小宁说， 中国等国的疫情
控制得相对较好， 说明防疫思路
是对的， 即高效落实保持社交距
离、 控制人群流动、 加强检测和
追踪能力等防控措施。

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始终积
极开展防控国际合作， 包括同有
关组织和国家分享防疫经验， 加
强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国际合
作， 向其他出现疫情的国家和地
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等。 中国
科技部今年3月介绍， 中国国内
同步推进的5条疫苗研发技术路
线均对外开放， 分别与美国、 德
国、 英国等国开展合作。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司司长谢尔盖·
诺索夫日前表示， 中国为俄罗斯
应对疫情提供了重要帮助， 在抗
疫方面 “中国已成为我们的主要
合作伙伴”。

合作发展方是出路
罕见疫情重创全球发展。 世

界银行日前发布的最新一期 《全
球经济展望》 报告显示， 受新冠
疫情影响， 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
将下滑5.2%， 这将是二战以来最
严重的经济衰退。

随着疫情持续蔓延， 如何平
衡防疫和发展成为横亘在很多国
家面前的难题。 部分国家和地区
在放松防疫措施后疫情出现反
弹， 不得不重新收紧相关措施。

抗击疫情离不开国际合作，
推动发展同样必须国际合作。 中
国在今年3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
倡议 “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 提出各国要实施有力有效
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维护全球金
融市场稳定，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

近段时间以来， 中国在做好
本国疫情防控的同时，与韩国、德
国、缅甸等国开辟“快捷通道”，和
多方商讨深化共建“一带一路”等
各领域务实合作， 逐步恢复必要
人员往来， 统筹安排推进对外交
流， 同国际伙伴一道用实际行动
推动全球发展。

据新华社

疫情升至“千万”级
合作抗疫是出路

6月30日， 一名打扮成 “蜘蛛侠” 的抗议者在美国纽约市政厅附
近手举写有 “黑人的命也是命” 的标语。 由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
利斯市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而死一事引发的各种抗
议活动仍在纽约持续进行。 新华社发

纽约：抗议警察暴力执法活动持续

新华社电 加拿大边境服务
局6月30日发布公告说， 为保护
加拿大人的健康安全， 把限制外
国人入境禁令延长至7月31日。

加拿大政府当天还宣布， 把
针 对 入 境 加 拿 大 旅 行 者 实 施
的 14天强制隔离规定延长至8月
31日。

3月16日， 为控制新冠疫情
传播， 加拿大政府宣布， 除加拿
大公民及其直系亲属 、 永久居
民、 外交官和机组人员外， 禁止

外国人进入加拿大。 该禁令将于
6月30日24时到期。

不过 ， 这一禁令不包括美
国。 3月18日， 加拿大和美国达
成一项两国间非必要旅行禁令，
禁止非必要旅行， 但允许必要的
工作人员， 例如货车司机和医务
工作者等， 互相进入边境。

6月22日， 加拿大和美国同
意把两国间非必要旅行禁令再延
长30天， 至7月21日。 这是两国
第三次延长该禁令。

加拿大延长外国入境禁令至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