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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谋全局,何谋一域?

“绿灰白”破解城市内涝
□陈 丹

继上周突然入院体检后，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24日又赴同一家医院听取结果并“接受更多
检查”，再次引发外界对他健康状况的猜疑。

同一天，安倍打破日本首相连续执政最长
纪录。但媒体报道，他的健康疑似出现问题，
还因应对新冠疫情不力遭遇民意支持率下滑。

“更多检查”

数十名记者 24 日上午在位于东京的庆
应大学医院看到一辆黑色轿车抵达，安倍坐
在车后座。4小时后，他离开医院。

安倍回到首相官邸后告诉媒体记者，他
在庆应大学医院听取体检结果并接受复查。
他说：“我将尽力工作，同时采取一切预防措
施确保健康。”安倍拒绝披露接受何种检查，
称以后会公布。

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当天在一场例行发
布会上说，安倍上周体检，24 日要接受后续
检查。菅义伟说：“我每天都能见到他，没发
现他有变化。”

但据日本电视台援引多个政府消息人士
称，安倍去医院治疗慢性病而不是体检。

安倍本月17日在庆应大学医院停留7个
多小时，令外界怀疑他身体抱恙或因工作过
于劳累。日本首相官邸没有具体解释安倍上
周为何赴医院。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说，
他“毫不”担心安倍的健康，安倍只是入院“做
常规检查”。

共同社报道，安倍每年接受两次常规体
检，最近一次是6月13日。一名医院消息人
士说，安倍17日去医院是就6月体检做复查。

日本媒体本月刊发多篇有关安倍步行速
度的报道。日本杂志《Flash》8月初报道，安倍
7月6日在首相官邸办公时吐血。菅义伟随后
在记者会上回应：安倍身体“完全没有问题”。

民意下滑

截至24日，安倍连续执政2799天，成为连续在任时间最长的
日本首相，比前首相佐藤荣作所创纪录多一天。路透社报道，外界
猜测，安倍可能在打破这项纪录后请辞。

安倍现年65岁，2006年首次就任首相，次年因肠道疾病辞职，
后自述接受新药治疗后已康复。他2012年底第二次当选首相，连
任至今。有人怀疑，他这次入院体检可能因为溃疡性结肠炎复发。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多项丑闻遭曝光且抗疫举措被认为较随
意，导致安倍的民意支持率下滑。

共同社23日援引一份民调结果报道，安倍内阁支持率为36%，
是他二度当选首相以来第二低；58.4%民众不满政府的疫情应对。
法新社报道，日本疫情规模相对小，迄今累计确诊病例近6.2万例、
病亡病例近1200例。但安倍推行的紧急应对措施遭受批评，发放
的纱布、可水洗口罩被批尺寸不合适、质量不佳、“浪费纳税人钱”。

路透社报道，如果安倍健康状况不允许他继续履职，副首相兼
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将暂时代理首相职务。安倍如果决定辞职，将
继续留任首相，直至执政党自民党和国会经正式选举程序确定继
任者。 据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记者

今年我国区域性、阶段性的雨涝灾
害较为明显，一些城市道路、地道桥等
基础设施积水严重，对城市运行和百姓
生活产生较大影响。部分城市“逢雨必
涝”的原因在哪里？城市内涝的“囧”怎
么破？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专家
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

各地强降雨频繁，防涝
任务艰巨

今年我国各地强降雨频繁，防涝任
务艰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
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入汛以来，全
国有160多个市（县）发生了不同程度的
内涝积水，涝情重于往年。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会长章林
伟说，内涝是因本地降水过多、排水不
畅而引发的灾害。“在目前情况下，发生
系统性洪水的时候，城市内涝是很难避
免的。”章林伟说。

今年我国一些中小河流洪水多发
重发，区域性暴雨洪水重于常年。据水
利部提供的数据，自 3 月 28 日入汛以
来，截至8月24日9时，我国共有730条
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242 条河流
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71条河流发生超
历史洪水。

记者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今年3月
份公布的一份通告上看到，2020 年，全
国610个城市公布了城市排水防涝安全
责任人，由城市市长或副市长等担任；
全国城市重要易涝点有1984个，每个易
涝点都确定了整治责任人。

城市重要易涝点名单每年更新一
次，经整治后消除的易涝点下一年不再
列入。记者对比发现，2017年首次公布
该名单时，全国城市重要易涝点高达
3619个。

记者采访调研发现，城市内涝呈现
出一些特点，比如新纳入城区的城乡接
合部内涝比较突出，过街地下通道和下
穿式铁路桥、公路桥等特定地点容易发
生积水；城市老旧小区内涝相对严重；

县城内涝呈上升趋势。

城镇化扩张过快，“里子
薄”致内涝顽疾

消防车进校转移学生、课桌排到校
门口转移学生……武汉市青山区钢城
第二中学地势低，大雨时周边水流倒
灌，2011年就来校工作的李培根校长曾
经历过3次学校被淹成一片“汪洋”；而
现在“雨一停，地面就没有水了”。

钢城第二中学海绵改造设计负责
人郭亚琼说，2016年针对学校地势低特
点做了“蓄滞排”防涝改造，校内设了约
400 立方米的雨水调蓄池，安装了水泵
可以将调蓄池收集的雨水外排，活动场
地等地面也改用了透水材料。

钢城第二中学的“内涝”成因与治
理是我国城市涝情的一个缩影。一城
一隅，“里子”是否耐用，治理是否到位，
几场暴雨，立分高下。

章林伟说，我国用二三十年走过了
其他国家上百年的城镇化过程，地下基
础设施历史欠账太高，排水设施不足，

“里子”薄弱。“地上很风光，但地下一片

短板”，一场暴雨就可以脱去城市表面
光鲜的外衣。

据一些城市的市政工程工作者向
记者反映，有些城市新区建设开发过程
中，城市建设和排涝规划不同步，不等
地下管网规划就先行开发；部分开发商
将污水管道直接并入雨水管道，造成雨
污合排；一些小区的排涝工程未与主干
排涝工程连接，不能形成完整的排涝系
统和网络。一旦降雨量超过排水设施
能力，雨水只能漫上街道，导致内涝。

标本兼治，“绿灰白”破解
城市内涝之“囧”

江西赣州古城 900 多年前建设的
“福寿沟”，作为我国古代城镇建设的
“海绵”景观遗产，依然在发挥排水防涝
作用。赣州市城管局市政工程管理处
处长张健坦言，随着城市不断开发，赣
州古城原有的80余个水塘被陆续占用，
如今只剩下5个，自然调蓄功能减弱。

“古城排水防涝系统的设计，充满对
自然的尊重和对水因势利导的理念，有
很强的借鉴意义。”赣州市自然资源局市

政交通科科长郭世波说，规划建设中为
城市“留白”，最大限度适应地形地貌，保
持基本生态格局，对沿江沿河岸线留出
一定距离、不予开发，这不仅有利于减少
城市内涝，也是提升城市品质的需要。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院长俞
孔坚说，适应我国复杂的地理气候条件
和独特的水系特征，应当推进建立在生
态基础设施之上的“绿色”生态型城市
建设模式“海绵城市”，改变常规的、机
械的、以单一目标为导向的“灰色”工程
性基础设施建设。

不谋全局，何谋一域？系统性全局
思维才能标本兼治，才能建立富有弹性
和生命的水系统，解除城市内涝之患。

城市内涝治理应完善物防、技防、
人防综合体系，把生态的“绿色”和工程
性基础设施的“灰色”结合起来。章林
伟说，“灰绿”不能偏颇，全靠“灰”不要

“绿”，我国的水环境、水生态将恶化；光
“绿”不要“灰”，缺乏必要的人工干预和
措施，则难以统筹解决好社会经济发展
与生态、安全之间的协调关系。（记者王
优玲、范帆、冯国栋、胡璐）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这是经过“海绵城市”理念改造的武汉市青山区钢城第二中学内部道路。以前学校被淹成一片“汪洋”；而现在“雨一停，地
面就没有水了”。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