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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读人

给80位市长写信的刘波：

我有办法不在城市看海
文/片 本报记者 刘红杰

为中国的城市做点什么

7月14日，常德市微雨斜落，
细风飘摇，一个难得凉爽的夏
日。刘波紧盯着茶杯中慢慢回旋
着下沉的茶叶，显得有些落寞。

5月4日下午，已经“奔五”的
刘波走进武陵区下南门邮政营
业大厅，一次性寄出了80封挂号
信，试图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下
雨时到城市去看海”的现状。

“我当时想，如果一切顺利，
这些信会在一周内送到长江、黄
河、珠江、海河、淮河、松花江、辽
河七大流域干流80座城市市长
的办公桌上，但截止到今天，两
个多月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一位
市长的回复。”

给80位市长写信，刘波并非
心血来潮，而是长久以来目睹的
事实深深触痛了他的内心深处。

“现在，城市同质化越来越严重。
比如说，南北方城市应该有明显
的气候差别，但北京38℃，长沙
38℃，广州也38℃，城市的热岛
效应越来越严重，当然，这里可
能有全球气候变暖的因素。”

在很多城市规划中值得骄傲
的高楼，在刘波看来未必是什么好
事。“楼房越盖越高，每个城市都恨
不能超越别人，楼的方向和位置也
缺乏科学规划。众多的高楼密密麻
麻，像筒子一样把城市罩住，挡住
了季风的流向，导致热量聚集在城
区，加剧热岛效应，城市中心的温
度往往比郊区高两三度。”

对这些问题，从事环卫工作
的刘波已经研究了多年。

更让刘波忧心的是，高速发
展的城市经济忽略了生态。“很
多开发商把河道填掉，河流成了
断头河，蓄水能力减弱，下雨后
很容易形成地表径流，加剧内

涝。再加上城市硬化面积扩张，
城市地下管网破损、断裂等原
因，城市生态系统应对极端气候
条件的能力普遍降低。济南的

‘7·18’特大暴雨，城里水流成
河；武汉大雨，网友调侃去武大
看海，都是‘城市病’的表现。”

于是刘波很想为中国的城
市做点什么。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
姓，充其量是个科级公务员，根
本无力改变什么，于是，我想到
了给市长写信，如果能实施全流
域的顶层管理，开展城市生态修
复工作，就能推动城乡水资源领
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他花了两个月时间收集资
料，精挑细选了80个城市，在每
一封挂号信上写上市长的名字，
然后满怀希望地寄出去。

宁愿相信市长们没看到信

寄信的时候，刘波的心情是
矛盾的，一方面他相信，市长们
会认同他的看法。在《中国七大
流域干流城市市长宣言》中，他
起草道：七大流域干流各城市政
府以2012年城市硬化面积为基
准，从2013年起，每年减少城市
硬化面积3%至5%；从现在起，以
建立“海绵体城市”为切入点，有
步骤地开展城市生态修复工作。

他甚至自信满满地提出，在
2012年5月30日前，如有超过60%
的城市回复同意，此宣言生效。他
将把宣言交给国务院及国家有关
水资源管理组织备案，并拟建议
第三方机构对宣言中的一些实践
内容进行跟踪评估。

当然，他自己也知道，市长不
回信是意料之中的事。“原因很
多。也许秘书认为不重要，没有交
给市长，他没看到；也许他看到

了，但由于了解不多，认为我的建
议不能用等等。两者相比，我更愿
意相信市长没有看到。”

刘波念念不忘想要打造的
“海绵体城市”，就是像海绵一样
不需要水的时候能吸收水，需要
水的时候能挤出水。“小时候在
城里的河中能抓到鱼虾，现在不
能了，为什么？因为水资源枯竭
或被污染了。”

作为常德市江北水系综合
治理办公室项目协调员，刘波并
不是一个城市水管理领域的门
外汉。自2006年起，刘波担任这
一欧盟资助项目的中方协调员，
多年与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城
市水环境和相关专家的接触，以
及亲赴国外考察的经验让他发
现，国内外对待城市水资源的观
念有很大不同。

“国内的理念是给排水，国
外是海绵体城市，雨水不能随便
排走。北京去年的一场暴雨，流
走的水相当于一个密云水库；济
南年均降雨量大概600毫米，完
全可以补充泉水地下水源，但现
在仍天天保泉。”

刘波说，因为路面硬化后会
严重影响雨水渗透率，欧盟对雨
水渗透有规定，开发前后雨水渗
透率变化要控制在1%以内，小区
业主在自家门口空地做硬化，要
交雨水排放费，如果绿化，就不
收费，鼓励老百姓行动起来。

“我们现在的绿化带相当于
城市中的盆景，没有生态蓄水功
能。应该把绿化带边上高出路面
的石头打掉，让水流入绿化带，
绿化带下面是蓄水池。城市社区
建筑物、道路、停车场、广场、公
园等公共设施，都应该具备蓄留
雨水的生态功能。”

虽然饱受内涝之苦的武汉
等城市已经开始试行透水砖等

提高雨水渗透力的措施，但刘波
认为这还只是小打小闹。他认为
市长们应该有决心把自己治下
的城市变成“海绵体城市”。

选择官员作为传播方向

做这件事情，刘波的目的是
什么？

他想了想，“这超出了我的本
职工作，但和我的本职工作有关
系，我想做一个理念的启蒙者和传
播者，尽自己对社会的一份责任。”

刘波说，很多事情的解决，
需要人们观念上的转变。“我给
80个市长写信，就是要做一个传
播者，把海绵体城市的理念传播
给他们。我选择了官员作为传播
的首要方向，是因为他们把握着
城市发展的方向。”

周围的人给了刘波大力的
支持与鼓励，这让他很欣慰。“没
有人说我神经病，也没有人说我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说明大家关
心国家的热情比较高涨。”

刘波承认，先进的理念被大
家接受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
他希望这个过程越短越好。“湖
南人是比较有担当精神的，像毛
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他有些
骄傲地说。

在刘波看来，理念不是空想，
它存在于实实在在的细节中。“比
方说，一个环保官员天天号召节能
减排，他自己有没有计算过，他的
汽车排量，他办公室的空调、灯光，
他抽的烟、喝的酒，加起来的CO2

排放量是否做到了节能减排；一个
城市号召绿色出行，但官员没有骑
自行车上班的，甚至专车专人接
送，如何让老百姓心服口服？”

他承认，理念不是靠嘴上说
说就能让人接受的，要有接受理
念的动力和压力。“目前对官员

的考核机制，做生态很难做出政
绩来，至少不如钢筋水泥来得
快。大家都在建高楼，让城市越
来越热，很少有哪个市长想着把
自己的城市建得凉快一点。”

刘波不看好那些光忙着建
高楼的城市。“美国部分城市已
经出现了空心化的问题，再过30
年左右，现在60岁以上的人口将
会出现断层，几亿人口将会消
失，劳动力将短缺，也许就连扫
大街的人都没有。房多人少，资
源型的钢筋混凝土能够让城市
发展下去吗？”

在从长沙去常德的路上，记
者路经湘江大桥时，看到一位失
意者蹲在桥栏杆上，有跳江的意
向，警察和路人围了一圈。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不如意
的地方，应该是没有找到与他人
沟通的方式。我给80位市长写
信，其实就是一种沟通机制，我
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把我的理念
传播出去。”刘波说。

信件石沉大海的结果似乎
让人有些尴尬，刘波投石问路的
举动不知能否换来回音。刘波不
知道80位市长如何看待他，但无
论是多此一举还是人微言轻，他
都希望得到回复，哪怕只表达一
个态度也好。

记者离开的当天早上，刘波
特意带记者去品尝了一下常德
米粉，辣辣的汤让人通体舒畅，
出了一身热汗，店里川流不息的
人群和鼎沸的人声，让人一下子
觉得生活红红火火。窗外，仍旧
细雨飘飘。

“我就是想让你看一看，忙碌
的早晨拉开了人们一天勤奋生活
的序幕。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
我们将来能更好地享受生活，我
绝不放弃等待。”刘波擦了一下额
头的汗，大口大口地吃着米粉。

人生第一次给80位市长写信，意料之中的失望

如期而至。虽然事先早有心理准备，但湖南常德市

环卫处宣教中心主任刘波依然抱着侥幸的心理继

续期待——— 有一天，哪怕有一位市长回信也好。

刘波的信是写给中国七大流域干流80座城市

的市长的，建言建设“海绵体”城市，以减少城市内

涝，科学利用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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