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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临城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新道路提升排涝标准
约为“7·18”前两倍

九年前的大雨，让济南的
多数马路都变成了河道，一个
个被水流顶开的井盖也变成了
陷阱。正是陷于瘫痪的交通，让
更多市民滞留在室外，最终增
加了危险发生概率。如何能够
提高道路的排涝能力，让马路
不变“河道”，也是济南人在“7·
18”后面对的一个必答题。

最快的一个解决办法在当
年10月份就做出来。当时，济南
市政部门投资100万元，对位于
济钢的殷陈泵站、工业南路纬
十二路泵站、天桥区的陈家楼
泵站进行改造，以期在铁路桥
等低洼地区出现积水时，提升
排水能力。

更彻底的办法，则是提升
新修道路的排涝标准。“现在
的标准比过去得高出1-2倍。”
济南市排水管理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打个比方来
说，如果“7·18”以前修建的道
路能够达到一小时下10毫米
雨不积水的话，之后修的道路
就能做到一小时下20到30毫
米的雨不会积水。

对于道路和雨水的关系，
济南这几年又有了更好的想
法。“其实雨水不是坏东西，不
用非得把它排掉”，上述负责
人表示，这几年济南意识到了
这一点，因此开始修建海绵道
路。“通过建设一些渗透路面、
集水设施，将雨水收集起来，
促进雨水下渗，还可以帮助济
南保泉。”

目前，济南南部已有济大
路、舜玉路等十几条道路安上
了大海绵，千佛山、佛慧山等
山体上也都进行了海绵工程
改造。更多的雨水不会顺着地
势往下流，而是会渗到地下，
这也直接降低了济南出现内
涝的风险。

片区整体积水严重
或提前进行旧城改造

水屯路、桑园路、北坦小
区、济钢片区……每到下大雨，
这些地方总会出现积水。在“7·
18”后，上述几个地方的水几天
都没有退尽。近年来，对这些低
洼片区的改造，便成为济南政
府的重点工作。如果是工程或
者管理的原因造成积水，就会
被列入计划进行改造。

这种改造，已经形成了一
种常态。济南市排水管理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从2008
年到现在，济南已经改造了166
个低洼片区。

其中，对于城区西南的白
马山南路片区，就曾在2009年
进行了一期道路改造，铺设了
污水管道、增设了雨水暗渠。
2011年二期工程龙窝沟、袁柳
河整治工程启动，二者是白马
山片区的主要排洪河道，可增
强白马山南路排水能力。

因二环南路以南汇集而来
的水量巨大，这两次改造在缓
解积水问题上收效不大。2012
年，前龙窝沟河道改造及截污
工程启动，可通过暗渠将南部
来的一部分雨水，汇入龙窝沟、
袁柳河，从而减少白马山南路
的来水量。

济钢附近是济南现存的比
较容易积水的地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济钢附近的积水，连同
工业南路烈士山路、炼油厂附
近、凤鸣路世纪大道交叉口这
些积水点，根本原因都在于龙
脊河的改造尚未完成。“龙脊河
改造完成后，这些地方的积水
情况就会大大减轻，因此我们
也在想办法，争取明年年底全
面完工。”

“如果是片区整体的问题，
无法进行工程方面的单独改
造，则会结合城中村、棚户区改
造来进行整体改造。”济南市排
水管理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说。若积水现象严重，会推动提
前纳入旧城更新的计划，“北坦
片区目前就有这样的打算。”

惊魂后
济南人不再看轻暴雨

19日下午6点，本应该是济
南最堵的时候，但马路上却空

空荡荡。得知暴雨将至，人们纷
纷躲进家里，本该喧嚣的商业
区也都灯火阑珊。不少人还储
备下了一两天的蔬菜干粮，甚
至将私家车移到了地势较高的
地方。对于济南人来说，暴雨再
也不是可以儿戏的事情，相反，
这值得人们严阵以待。

于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个。
“7·18”那天，她在下班前看到
室外已经下起了大雨，但没怎
么当回事。“当时还觉得这么
大雨是挺好玩的事情。”由于
离住处比较近，所以于女士步
行回家，路过山师东路时，路
上的水冲得她有点站不稳了。

“这时候我脚下一下子踩空
了，被旁边一个男士一把拽
住”，惊魂未定的于女士发现，
她刚才差点掉进一个被大雨冲
掉井盖的下水道。

也是在2007年7月18日，刚
刚高考完的林程和同学一起去
银座地下广场逛街，当暴雨降
下时，同学选择冒雨回家，林程
却觉着还是避雨为好。一个小
时后，发现势头不对的林程还
是冲出商场，第二天他才知道
商场被淹的消息。“那之前我从
来没见过暴雨，根本想象不到
雨水会淹没商场，即使是地下
商场也想不到。”

那以后，很多济南人再
也不把暴雨当好玩的事。那
天暴雨带来的伤害，也让济
南 人 对 于 暴 雨 的 意 识 改 变
了。“现在我一看到下大雨，
就会想到把车找个高一点的
地方放着。”高先生说，这已
经成为他的习惯，这次暴雨
他也是如此。

同样做出改变的还有济南
各公共部门。天下第一泉景区
水域宽广，护城河还是主要的
泄洪渠道。“7·18”事件中，护
城河水出现倒灌，也是造成银
座被淹的原因之一。从2014年
开始，天下第一泉景区就会在
汛期来临之前进行防汛演练，
今年已经是第三年。完整的监
控防汛体系，也已被建立起来。
很多商场会在暴雨来临前提醒
市民离开，工地在暴雨前停工，
这些都说明了济南人对安全的
重视。

九年改造166个洼地、十几条海绵路吸水……

为为了了不不看看海海
济济南南一一直直在在进进步步

2007年7月18日的那场大雨还不时出现在济南人的记忆中。让人难忘的除了因为这是一场多年未
见的瓢泼大雨，还有雨后满城积水给整个城市带来的困境。

那场特大暴雨使30多人失去了生命，给济南造成13 . 2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暴雨过后，济南人开
始思考，暴雨前应急机制为何没起作用？暴雨中，城市排水系统为何如此脆弱？面对暴雨，人们为何没
有提早意识到危险？思考后的济南，开始寻求解决的方案，城市也因此发生改变。

善治

小清河经过拓宽后，能够接纳更多的洪水。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泉城公园东边的泄洪沟在经过整治后，泄洪能力大大增强，还成为市民休闲观景的场所。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拓拓宽宽了了小小清清河河
还还多多了了腊腊山山河河分分流流
本报记者 蒋龙龙

以往济南出现暴雨后，南部山区和市区的积水会通过兴济河、全
福河、龙脊河、韩仓河、大辛河等河道向北泄洪，最终流向小清河；市
区内被水泵抽出的积水，也会向小清河汇聚。因此，小清河对济南城
区的防汛作用十分关键。“7·18”造成较大损失，小清河当时防汛能力
过低也是原因之一。

2007年，济南的小清河河道防洪能力仅为20年一遇，远不能满足
防洪要求。当年洪水最高水位达到24米时，对城区河道泄洪产生顶托，
导致城区河道的水排不出去。同时城区其他河道尚未达到规定防洪
标准，过水断面小，排洪能力低，造成河水漫溢，形成严重内涝。

“7·18”当年，政府就做出了综合整治小清河的战略部署。综合治
理工程西起槐荫区睦里庄闸、东至济青高速公路桥下，长约31公里。经
过整治，小清河的河道由30米拓宽至70—100米，济南市区的小清河河
段防洪标准由2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但是，小清河济南市区以下
河道仍存在断面狭窄、坡降平缓、防洪标准低、防洪能力不能满足要
求的现象。

为了摆脱对小清河防汛的依赖，减轻市区的防洪压力，济南市又
建设整修了腊山分洪工程。腊山分洪工程全长16 . 85公里，于2012年正
式投入使用。“腊山分洪道在2012年和2013年都曾经投入使用，分走了
兴济河、大涧沟等的来水，将这些水排向黄河。”当兴济河的水不再进
入小清河，可以为市区的多条河道留出一定的空间，减轻市区的内涝
压力。

为了减轻市区的防汛压力，济南市还对南部山区的水库进行增容，
并进行除险加固。如卧虎山水库增容900万方，可以储存更多的南部山
区洪水，减轻市区的防汛压力。“2013年7月，卧虎山水库的入库水流量达
到了几百万方，如果没有水库调蓄，市区的防汛压力会非常大。”

济南市还实施了沿河滩区湿地修复工程。近年来，济西湿地、鹊
山龙湖、平阴玫瑰湖等水体生态得以修复，减轻小清河干流防洪压
力。未来，北湖、华山湖的形成也会进一步加强济南防内涝能力。

葛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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