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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聊城市委提交《关于建设海绵城市的建议》

建建设设海海绵绵城城市市 下下雨雨天天不不再再““看看海海””

海绵城市建设应做好三方
面文章，这三方面总结成三个
字就是：截、渗、蓄。

截，就是截留，通过构建绿
色屋顶和植物冠层实现。绿色
屋顶，就是通过对楼房屋顶部
的防渗与压力设计与改造，种
植雨养植物，使降雨首先被房
顶植物吸收、蓄积，然后排放，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降雨
直接落到水泥地面造成的径

流。冠层截留，就是通过提高城
市绿化面积，使降雨过程首先
被树冠、枝干、树根吸收一定水
分，减少地表径流。

渗，即下渗，通过减少水泥
硬化面积，促进雨水的下渗，降
低地表径流量。促进雨水下渗
通过对街道和停车场等的透水
铺装来实现。下渗的雨水、多余
的径流通过植物及生态沟的结
构层进行过滤，有效的保护地

表和地下水资源。
绿色街道通过透水铺装的

使用、生态沟的使用以及植物
的种植，把低影响开发技术整
合成街道。

蓄，通过河湖体系、生态
沟、雨水花园、多功能调蓄池等
的建设把雨洪水储存起来，并
通过湿地系统，对污染径流进
行过滤、渗透、吸附及生物降解
等一系列作用，以达到就地净

化处理、控制径流污染、促进雨
水下渗，减小径流；雨水花园，
由植物、土壤、砂石等自然造景
元素和必要的景观建造技术建
造的具有良好的景观效果和雨
水调蓄功能的绿地景观；多功
能调蓄池，以调蓄暴雨峰流量
为核心，把排洪减涝、雨洪利用
与城市的景观、生态环境和城
市其他一些社会功能更好地结
合，有效解决城市内涝问题。

建设海绵聊城要做好截、渗、蓄

如何建设海面城市呢？做
好截、渗、蓄具体包括哪些方面
的城市改造？《提案》中对此也
有详细解答。

完善河湖体系，使水域面
积占市区面积的30%以上。通
过增建水库、生态公园、池塘、
人工湿地方式扩大水域面积，
保 证 2 0 2 0年 城 市 面 积 达 到
100km2时,水域面积在30km2以
上。

用多孔混凝土路面取代传
统路面。城市道路是一个径流
和降雨的主要场所，在雨的调

控方面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传
统的道路常用的混凝土路面，
普通混凝土完全没有水，只能
通过道路找坡将雨水汇集到雨
水井统一收集，然后通过管道
进行末端排出。这种传统的排
水方式，在一般滴雨的情况下，
无法收集雨水，导致雨水的浪
费。在遭遇暴雨，降雨量超过负
荷的管道，阻止雨水流失，只有
形成内涝，影响市民出行。针对
这种情况应采用多孔混凝土路
面取代传统的混凝土路面，帮
助吸收雨水，一部分渗入地下，

通过组织雨水收集，从而达到
节水的功能。

对广场、住宅区、停车场、
公园等改造。城市硬质铺装
的部分占城市建设的很大一
部分面积，原有的刚性路面
应该改成可透水路面。如有
的通过路面透水砖，彩色沥
青，卵石地板，有效提高路面
透水性和透气性，使雨水能
及时有效的通透地下土壤，
对当地的水源的涵养源，提
高区域的生态环境，起到收
集雨水的作用。

增加绿地面积，使市区绿
化面积35%以上。同时，改造小
区、道路两侧及公园绿地，把绿
地从高于地面修正为低于地面
5-20cm的下沉式绿地，这样可
以保证降到路面的雨水及时补
充到绿地并通过绿地下渗补充
地下水，降低地表径流。

绿色屋顶，城市建筑密集，
通过将光秃秃的房顶通过改
造，使其不仅能吸收储存雨水，
还能增加城市绿化面积，降低
城市热岛效应，提高生态城市
建设水平。

扩大水域面积，使用多孔路面

通过低影响开发，以最
低的环境代价换取城市生活
质量的提高，解决因为城市
的发展与扩张，导致的生态
环 境 退 化 资 源 的 进 一 步 紧
缺，尤其是水资源的短缺问
题，这就是海绵城市建设的
根本目的。

现代的聊城以东昌古城
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由于面
积达5km 2东昌湖的存在，使
得历史上聊城很少遭受洪水
的灾害，随着城市的发展，徒

骇河也成了城市内河，东昌
湖、京杭大运河与徒骇河一
起构成了河湖贯通的良好生
态水系，这不仅使聊城的江
北水城更加名副其实，也让
雨水有很好的出路，保证了
城市的健康发展。然而，随着
聊城双百规划的全面展开，
以前占城市面积1/3的水面不
断缩小，终于导致了2013年内
涝的发生，这是一个很重要
的信号，应该科学规划城市
建设，进一步建设河湖体系，

通过建设水库、湿地、小区集
水池塘、生态公园等方略，保
证河湖水系面积占城市面积
30%以上。

国家大力提倡是聊城建
设海绵城市的外部条件。2014
年《 财 政 部 、住 房 城乡建设
部、水利部关于开展中央财政
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
的通知》(财建〔2014〕838号)，
三部办公厅于2015年1月20日
联合印发《2015年海绵城市建
设试点城市申报指南》。根据

《通知》，中央财政对海绵城市
建设试点给予专项资金补助，
一定三年，具体补助数额按城
市规模分档确定，直辖市每年
6亿元，省会城市每年5亿元，
其他城市每年4亿元。对采用
PPP模式达到一定比例的，将
按上述补助基数奖励10%。聊
城具有建设海绵城市的天然
良好基础，应按照海绵城市建
设申报指南，积极申报，为聊
城经济社会与生态文明发展
提供坚实保障。

建设海绵城市，聊城优势多多

本报聊城2月17日讯 现
在山东大部分城市已经建设了
公共自行车系统，在城市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民盟聊城市
委提交了《关于聊城建设公共
自行车系统的建议》，对聊城公
交自行车系统建设提出了很多
建设性意见。

《建议》中称，山东大部分
城市如潍坊、寿光、东营、临沭

等都建设了完善的公共自行车
系统，在各个城市都发挥着重
要作用。因此，建议参照山东省
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逐步建设
聊城公共自行车系统。

建议城管部门在已有绿道
基础上，在各个景区、公园、繁
华闹市区等首先建设自行车
站；然后协调市有关部门，选择
在湖滨路、南湖滨路、光岳楼、

百货大楼、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等几条主干道上先行试点；积
累了经验以后再逐步在各个街
区，各条道路上展开，这样由
点、线到面争取用两年时间建
设成完整的自行车道网。

利用现代先进信息技术，
建设高科技公共自行车租借系
统——— 智慧自行车系统。这个
系统原理是在闹市区各居民

点、主要景点和交通节点建设
租车点，在租车点建设IC卡自
动租车系统，每个租车点视情
况摆放十至三十辆自行车。IC
卡可与公交车卡合二为一，用
户在充值一定数额时，刷卡即
可在任何一处租车点取走一辆
自行车。每次允许使用1-8个小
时，在一个小时内不收取任何
费用，二个小时合理收取费用。

建建设设城城市市公公共共自自行行车车系系统统

本 报 聊 城 2 月 1 7 日 讯
聊 城 拥 有 深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底
蕴，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众多，然而，如今很
多 非 遗 项 目 却 面 临 传 承 的 困
境，生存岌岌可危。如何加强
非遗传承与保护呢？政协委员
苗艳红、白璐带着《关于进一
步 加 强 聊 城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与 保 护 的 建 议 》( 以 下 简
称《建议》)上会了。

《 建 议 》中 介 绍 ，聊 城 是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具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 ,拥有非常丰富且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浓 郁 的 非 物 质
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目
前，聊城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有 1 7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有 4 2项，市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有 1 6 7

项。然而，随着现代化浪潮的
冲击，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不
曾 须 臾 分 开 的 文 化 记 忆 和 民
族传统，正在迅速地离我们远
去。不少巧夺天工的传统技艺
后继无人，许多千姿百态的民
俗万象濒临消失，我们的文化
生态已岌岌可危。

如 今 非 遗 传 承 有 很 多 问
题 。最 为 严 峻 的 是“ 非 遗 ”传
承人后继乏人。有些项目的传
承人 6 0岁以上的老人居多，年
纪最大的已经谢世。如风格独
特的东昌府木版年画，几百年
来在民间广泛流行，深受民众
喜爱。堂邑镇许堤口村在马颊
河东岸，是一个不大的村子。
因 为 几 百 年 来 在 村 子 里 有 一
些民间艺人，专门为东昌府运
河附近的画店刻制年画木版。
随着老艺人们离开人世，这门

“ 手 艺 ”几 近 失 传 。现 在 只 有
一 位 老 人 还 在 传 承 着 这 门 手
艺，他就是年近 8 0岁的栾喜魁
老人。

按照相关文件规定，要在
工作、学习、生活、传承、场所、
资金等诸方面给传承人提供一
些优惠政策，鼓励支持他们开
展传承活动。但聊城在这方面
出台相关的文件较少。非遗保
护组织经费短缺，专业人员匮
乏。

结合聊城“非遗”保护工
作现状，苗艳红、白璐建议财
政、人事部门拨付一定的保护
经费和增加专业技术人员，在
人力、物力、财力上对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的 传 承 人 和 继 承 人
进 行 相 关 支 持 和 一 定 补 贴 与
支 持 。建 议 政 府 需 要 出 台 改
革、完善措施，解决好“非遗”
传承人面临的困境，落实好各
项优惠待遇。建议将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保 护 融 入 城 市 文 化 建
设和旅游开发，展示聊城独特
的文化魅力。建议打造聊城的
文化名牌，提升地域文化的影
响 力 。举 行 多 样 化 的 交 流 活
动。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 人 走 出 去 ，进 行 相 关 的 演
出，政府提供一定的补贴；同
时 也 可 以 在 社 区 开 展 曲 艺 茶
座等活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
走进群众，丰富群众的日常生
活。

非遗传承与保护

急需加强

东昌木版年画。(资料片)

一遇急雨暴雨就
四处积水,市民戏称“家
门口能看海”，如何解
决城市适应环境变化
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
面具有良好的“弹性”，
下雨时吸水、蓄水、渗
水、净水，需要时将蓄
存的水“释放”利用呢？
民盟聊城市委提交了

《关于建设海绵城市的
建议》，建议聊城建设
海绵城市，遵循生态优
先等原则，将自然途径
与人工措施相结合，在
确保城市排水防涝安
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
地实现雨水在城市区
域的积存、渗透和净
化，促进雨水资源的利
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2013年7月26日，聊城大暴雨，城区积水严重。 本报资料片

文/片 本报记者 杨淑君

凌文秀 张跃峰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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