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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 今日济南

低洼地带逢大雨必积水，
市政部门正推行雨污分流，缓解积水
本报记者 崔岩 刘志浩 实习生 齐绍安

几成顽疾
特大暴雨，家里进水近一米深
一公房住户想抬高地面加高屋顶，房管所不同意
文/片 见习记者 张文

对于汛期，

济南人有太多刻

骨铭心的记忆。

每到雨季，防汛

便成为济南的焦

点话题。为何频

频遭遇积水？是

什么挡了城市的

泄洪之路？相关

部门又做了哪些

举措？根据市民

的反映，本报记

者近日走访了多

处积水点。

地面屋顶加高

就不怕下大雨了

西公界街是李汉民从小住到
大的地方，它是一条南北向街道，
和省府前街平行，北接大明湖路。
李汉民家所在的西公界街25号，
恰好是街上最低洼的地方，一下
雨，雨水都汇集到这里。他回忆，
2007年那场特大暴雨，家里进水
近一米，东西全被泡了。

李汉民指着屋外窗台下沿
说，下雨下得大的时候，水会漫
到墙根50多厘米的地方。由于居
住条件差，他们一家三口现在借
住在弟弟家里。已经60多岁的李
汉民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
之计。

今年，房管所在汛期前进
行 房 屋 普 查 ，修 缮 漏 雨 的 公
房。李汉民家也在修缮的范围
内，他本来想借着修房顶这个
机会，把地面筑高、屋顶加高，
避开易涝的雨水，但是房管所
没同意这个做法。

李汉民说：“只需要再垒三
层砖，把屋顶抬高到和邻居家一
样的高度，就可以了。”不过，因
为房管所不同意，他想将地面再
加高30厘米的想法只能作罢。

泉北房管所

不同意改建扩建

李汉民住的房子能不能
加高？历下区房管局泉北房管
所工作人员给出明确答复：这
栋房屋是房管局直管房，公房
不允许改建扩建。为了避雨，
街上有的私房住户已将家里
的地面加高，盖起了2层小楼。
西公界街整条街都属于低洼
地带，房管所表示，对于自然
原因他们也无能为力。

《济南市城市公有房屋管
理办法》规定，公有房屋使用
人不得擅自对公有房屋翻建、
改建、扩建和改变结构的装饰
装修，不得利用公房搭建违法
建筑。使用人经房屋产权人同
意，对公有房屋翻建、改建、扩
建和改变结构装饰装修的，双
方必须签订协议，明确权属，
并按规定办理建设审批手续。

住户们

一直在等待拆迁

和住在这里的许多居民一
样，李汉民一直在等待拆迁。他
的手往自己的腰间划了一下，
说：“当我还这么高时，就说要
拆。说到现在，也还没动静。”

西公界街和水胡同、寿康楼
街等巷弄、街道曲折相通。这里的
窄街老房，与附近繁华喧嚣的芙
蓉街和泉城路商业街相邻，显得
非常安静。李汉民的邻居坐在门
前择韭菜，平房里传出NBA球赛
的解说声。他们说，听说今年3月
要冻结拆迁，又听说现在又解冻
了。几十年了，许多老街坊都搬走
了，剩下的住户，一直在等待，一
直在问，到底拆还是不拆？

历山路铁路桥下：

整治效果待雨季检验

7日上午，记者在历山路
铁路桥附近看到，桥下主干道
边上密集排列着下水道箅子。
该处一位报摊摊主说，以前每
逢下雨这里都积水，“现在情
况好多了。”

“两边高，中间低，你再
怎 么 治 ，水 来 了 也 不 好 挡
啊！”家住附近的一位老人指
着铁路涵洞告诉记者，一下大
雨，雨水、污水及大量生活垃
圾就会从南边沿历山路一路
直下，“下水道根本来不及排
水。”

一位在济南建华五金机电
市场做生意的摊主告诉记者，
去年下半年，历山路铁路桥涵
洞曾经整治过。

“从整治完到现在没下过
大雨，整治效果还有待检验。”
该摊主说。

另外，道路西侧承担泄
洪重任的柳行河西支边沟水
面上，依旧漂满垃圾。这段长
501米的大沟，被媒体报道多
次，但问题似乎未见根本好
转。

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意
外见到一个穿拖鞋的男青年
满不在乎地往河道里丢下一
袋垃圾，而垃圾桶距离他不到
10米远。

“随手很容易就把垃圾扔
到河里，但要想再捞上来，就
费劲了。”一位清洁工说。

三箭平安苑门口：

水深的时候能到人腰

7日中午，解放东路三箭平
安苑小区门口车辆来回穿梭，
看不出与其他道路有多大区
别，但一到下大雨，这里出现的
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一下大雨就根本不能走
车了。”家在附近的周先生告诉
记者，每逢大雨，这里就会变成
一片大水洼，“水深的时候能到
人腰，车根本不敢走。”周先生
说，他不止一次看到有小轿车
在水里熄火的。

曾在山东政法学院上学的
杨女士说，解放东路从学校门
口经过，上述路段就位于学校
东边不远处，平时她常从那里
经过。“下大雨，出租车就不再
走那条路，每次都绕行。”杨女
士说，她每次都要比平时多掏
将近10元钱。

“这个垃圾桶已经被冲走两
次了。”负责该路段保洁的清洁
工老苏指着公交站一侧的垃圾
桶说，去年和前年下大雨，小区
门口的铁质垃圾桶都被冲走了。

老苏分析说，由于此处地
势较低，一下大雨，经十路上的
水就汇聚起来，直接“灌到这
里，很多是生活污水，臭烘烘
的，味很大！”

“雨大的时候，把下水道箅
子掀开，水也得一天才能下
完。”老苏说，如果单纯靠路两
边下水道，“雨水恐怕得两天才
能下去。”

“希望能把下水道的入口
改造得大一些，那样下雨排水
也会快些。”老苏建议。不过，他
认为，经过治理，“现在比以前
好了不少。”

华阳路上：

臭水能把井盖顶得竖起来

雨季临近，每年雨季都出
不了门的经历，让家住历城区
华阳路的退休教师许华年又发
起愁来，“门前的水都快到膝盖
了，出不去只能在家待着。”

6日上午，记者在华阳路上
看到，因为常年失修，路坑坑洼
洼，车开在上面上下颠簸。沿着
华阳路一路往南，汽车左右避让
着路坑，赶到路况特别差的路段
只能“跳着舞”前进，还不时发出
坑沿磕碰汽车底盘的声音。

李师傅在华阳路开小卖铺
已经10年了，他告诉记者，“每
年下大雨，别说排水了，我家门
前的下水道井口臭水呼呼地往
外冒，有时候井盖都被顶得竖
了起来。”

由于华阳路南高北低，路
边小区和单位的雨水都经过路
面或者地下管道向北排放，这
就导致北段的排水压力比较
大。“赶上下大雨的时候，华阳
路和花园路交汇处路面的积水
能没过膝盖。”李师傅说。

部门应对：

推进雨污分流缓解低洼积水

“城市低洼积水地带治理，

是一项综合工程。”7日中午，济
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排水管理
服务中心副主任崔忠说，目前
他们正在大力推进雨污分流工
作，这对缓解低洼积水将起到
积极作用。

济南大多数地下排水管网
确实存在着设施老旧、设计标
准低的通病。不少路段的地下
管网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排水量非常有限。

崔忠说，由于老的污水管

线老化、负荷过重或者截污手
段不完全，市区部分河段确实
还存在污水不能完全收集、污
水直接排入河道或下水道的情
况。

“一旦下大雨，雨水直接
与污水混合，很容易造成下水
道‘冒顶’。”崔忠说，这样的
直接后果是，雨水排放不畅，
而低洼地带就成为积水点。

“目前，济南市主干道基
本 实 现 了 雨 污 分 离 。”崔 忠

因为地势低洼、建成年久，历下区西公界街25号的市民李汉民家逢雨必

淹，大暴雨时家里曾经水深达近一米。李汉民住的是房管所直管公房，因为未

得到允许，他想要抬高房屋的想法一直没能实现。如今，他们一家三口，还借

住在弟弟家。

说，但由于历史及现实原因，
还是有一些支线管道仍是雨
水污水用同一根管道。

雨污分流管道系统要花费
50多亿，“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
进。”崔忠表示。

在历山路铁路桥等积水
严重地带，还设有水泵，“一
旦有大雨就会马上投入使用。
我们希望市民能从自身做起，
杜绝向泄洪沟乱扔垃圾现象。”
崔忠说。

记者从济南市公用事业管理局了解
到，2012年城区道路积水改造工程已完成
15项，涉及地点包括浆水泉路立交桥、南
圩子门外街、甸柳一中南邻、二七南路与
七里山交叉口、花园路 (火炬大厦门口 )

等，主要是新建一些雨水管道、增加雨水
口，对雨水沟清淤疏浚等。

今年已完成积水治理1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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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板斜放处就是李汉民的家，它比两侧的房子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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