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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后，城市“积水症”又犯了
市民质疑：一年复一年，这些老问题啥时能解决
文/片 本报记者 赵伟

本周阴雨连绵

气温明显降低

本报5月26日讯 (记者
孟燕 ) 受黄淮气旋影响，26

日凌晨1点开始，一场大范围
的降雨天气过程如期造访省
城。根据济南市气象台的预
报，下周仍然阴雨不断，预计
将有三次降雨过程，降雨时
气温较低，提醒市民注意增
添衣物。

对于市民来说，这场雨
也是“几多欢喜几多愁”。降
雨送来了久违的凉爽，雨后
省城的空气质量也得到了极
大改善。但降雨也带来了交
通拥堵和路面积水的问题。
这次降雨有利于保泉和有效
增加土壤湿度。但是排涝不
畅的地方可能出现局地内
涝。同时，强降雨发生时伴有
短时大风，可能导致部分地
区的小麦出现倒伏，苹果、
桃、大樱桃、葡萄等水果出现
落果。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的预
报，下周仍然阴雨不断，预计
将有三次降雨过程，降雨时
气温较低，提醒市民注意增
添衣物。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报
如下：

27日阴有小雨转多云，
东北风4～5级阵风7级，气温
17℃～21℃。

28日多云转阴，傍晚前
后到夜间有雷阵雨，北风 3

级 ，雷 雨 时 阵 风 7 级 ，气 温
16℃～27℃。

2 9日～3 0日多云转晴，
北风转南风都是3级，气温回
升。

31日～6月1日多云转阴
有小雨，南风2～3级，气温下
降。

6月2日晴到少云，南风3

级，气温略有回升。

公交车陷入路中水坑趴窝
乘客冒雨帮忙推车未果，最终用拖车才将车拖出

本报5月26日讯 (记者 蒋龙龙)
26日的雨让原本坑坑洼洼的荷花

路变“平”了，但这实际上是一个个
“陷阱”。这不，一辆公交车今天上午
就身陷荷花路一水坑，十多名乘客推

不动公交车，不得不靠拖车将公交车
拖出。

5月26日上午8时50分左右，一
辆从全福立交桥北开往机场方向的
309路新能源公交车开到还乡路北
口站时，后轮陷入荷花路上的一处
大水坑，车子顿时熄了火。据公交车
司机回忆，大水坑深约半米，面积约
七八平方米。

当时公交车上有20多名乘客，十
几名乘客只得冒雨帮忙推车。推了十
几分钟，公交车仍然开不出大水坑。
随后，乘客乘坐后面开来的309路公
交车离开。9时20分，司机只得给公交
三公司一队打电话请求援助。上午10
时左右，公交车队派出拖车将309路

公交车从大水坑里拖出。
据了解，荷花路是历城区的交通

要道，是通向高速路和机场的必经之
地，71路、97路、309路等多路公交车
经过该处。因荷花路多处路段坑坑洼
洼，下雨时变成了一个个水坑。“经过
该路段的公交车底盘都出现了磨
损。”公交三公司一队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为了防止再出现公交车陷入水
坑的现象，309路公交车只得暂时改
线，从还乡店绕行到海乐路至华山立
交桥下。

不仅公交车出现趴窝现象，经过
的私家车也只能绕着走，这段路让经
过的私家车主苦不堪言。车主宋先生
告诉记者：“每次走到这里都很害怕，

只能减速慢行。每次下了雨路面都会
积水，我们只能试探着走，很怕陷进
大坑。”

据周围居民反映，从去年开始，
荷花路损坏就很严重。因途经此处拉
石头等建筑材料前往南水北调工程
工地的大卡车过多，路面不堪重负发
生损坏。居民也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
映过荷花路坑坑洼洼的问题，不过该
路段却迟迟得不到维修。

记者曾就此事咨询过历城区交
通运输局，该局称本月底会挖补荷花
路上部分坑洼路段。眼看5月份就要
结束了，每天要乘坐71路公交车的周
女士希望有关部门早日拿出维修方
案。

多处易积水路段

雨后又被淹了
26日上午10点，在历山路铁路桥

北侧路西的自行车道中央，一处下水
道井盖被污水顶开，发黄的污水从下
水道“汩汩”往外冒出。污水蔓延到自
行车道和人行道上，有四五十米长。
很多骑车人和行人经过时都绕开走。

污水还往东越过绿化带，流到西
侧的快车道上。快车道上的下水道井
盖也都被打开，污水“哗哗”向下流，
并沿着下面的管道流走。

旁边有几名环卫工人正打扫污
水冒溢点的卫生，他们自称来自东关
环卫所。“早晨5点时，机动车道上的
污水更深，有近10厘米，现在已经好
多了。”一名环卫工称，他们一早5点
就过来，看到这边又淹了，就把快车
道的下水道盖子全打开，让水快点流
走。“现在我们也一直盯守着，捡拾一
下水中的污物，防止堵塞了下水道。”

下午1点半左右，工业南路炼油
厂路段仍存在不少积水。道路南侧大
半个机动车道上有大量的黄色积水，
最深处能有十多厘米。积水从绿化带
上源源不断向道路涌出，很多垃圾也
浮在水面上，沿着路面向东淌，足有
百余米远。在下水道附近，也堆积了

不少垃圾。

下水道有问题

是积水主因
这些路段积水的原因，仍是那些

老问题。
在历山路铁路桥下，一名环卫工

指着西边冒溢的下水道称，还是那个
下水道。“每次下雨，井盖都被顶开，
用脚压都压不住。只能看着污水往外
淌，也没啥解决办法。幸好这次东边
下水道井盖没有冒溢。”

记者之前采访时曾了解到，污水
本应当通过污水管道进入污水处理
厂，可是由于历史原因，历山路上一
些管道仍是雨污混流管道。每次下雨
时，雨水进入雨污混流管道，顺着管
道流到历山路铁路桥下，这里地势最
低，污水管道进入雨水后负荷猛增，
压力太大而使得污水冒出来。

工业南路炼油厂路段的污水，来
自路南侧的龙脊河，承担着世纪大道
往北等大片区域的排洪任务。“以前
龙脊河是以明渠的方式流过工业南
路的，后来工业南路拓宽，龙脊河进
行了整修，改成通过地下管道流过工
业南路。”市民杨先生称，现在管道堵
塞情况严重，其泄洪能力也大大下
降。每逢下大雨，工业南路部分路段

上都严重积水。

年年都说解决

年年都解决不了
“历山路铁路桥下每次下雨都

淹，咋就不能彻底解决呢？”历山路铁
路桥附近居民张先生称，目前历山路
铁路桥两侧采用的是雨水沟排水。遇
到铁路桥下积水，就有人通过泵站将
水抽到附近的沟里，但由于泵站设备
老化，效率较低，雨水一多，排水仍不
及时。再加上河道比较狭窄，雨水排
入附近河道中出现外溢，顺着地势又
流入到铁路桥下。“这些都不是彻底
解决问题的办法，还得从管道入手才
行。”

对于龙脊河排水不畅的问题，附
近的居民也盼着能尽快解决。附近市
民介绍，以工业南路为界，南侧是历
下区，北侧是历城区，河道的分段疏
通是由所经区具体负责。不少市民盼
望市里能牵头打通跨区的河道节点，
保证泄洪道的整体畅通。

次次下雨次次淹，相关部门不止
一次说要尽快解决问题。可是多年过
去了，这些易积水的地方仍是“逢雨
必淹”，不少市民也盼望相关部门能
真正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彻底解
决这些易积水点的老难题。

26日凌晨，济南迎来了一

场强降雨。记者探访发现，往

常容易出现积水的一些地方，

如历山路铁路桥下、工业南路

炼油厂路段等地方又出现积

水，给行人带来更多不便。不

少市民提出质疑：这些易积水

的老问题，啥时候能解决？

大客厅结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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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上午，历山路铁路桥北侧路西的自行车道中央一处下水道污水冒溢。

今年全市降水量

比去年多近五成

本报5月26日讯 (记者
修从涛 实习生 刘永飞 )

自5月2 5日1 8时至2 6日1 8

时，济南市普降大雨，济南
市、区、县各级防汛部门已做
好防汛准备，已储备各类物
资，24小时待命。

根据济南市水利部门设
置的检测点实时统计的数
据，5月25日18时至5月26日18

时降水量：全市平均3 0 . 2毫
米，市区36 . 0毫米，平阴42 . 6

毫米，长清 3 3 . 8毫米，历城
30 . 6毫米，章丘26 . 5毫米，济
阳27 . 8毫米，商河14 . 2毫米。
降水量超过50毫米的检测站
点有3个：最大雨量点平阴县
孔村站72 . 4毫米。据了解，今
年以来，全市平均降水118 . 1

毫米，比常年同期多19 . 7%；
比去年同期多47 . 6%。

“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

日为济南市的汛期，7月到9

月份为主汛期。汛期降雨约
占全年降水量的75%，形成明
显的夏汛期。今年汛期即将
来临，济南市、区、县各级防
指24小时待命。”济南市城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各大水库、河道已
有物资仓库，备有救生衣、沙
袋等抢险救灾物资。

据了解，为加强汛前河
道整治，自今年4月份以来，
济南市开展对所有河道、塘
坝、水库清淤。除了水库外，
济南市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也将河道防汛列入重要内
容，列出济南市区易形成道
路行洪的路段，包括舜耕路、
舜玉路、山大路、英雄山路
等。目前，除了水库和河道，
一些易发生水情的道路也已
经被纳入实时监控范围。

本报 5月 2 6日讯 (记者 孟
燕 ) 26日上午，“情暖新市民，
泉城一家人”2013泉城新市民公
益集体婚礼在泉城广场举行。31
对新市民喜结良缘。

虽然雨越下越大，但是现场
热闹的气氛丝毫未减。在亲友和
围观市民的祝福声中，新人们从
解放阁船站乘坐装饰有花球和
大红喜字的游船，开始盛大喜庆
的“花船巡游”。

泉城广场见证了新人们的
大礼，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
王以才同志为新人主婚，团省委
副书记谢宁为新人证婚。

“雨中的集体婚礼真是特别
浪漫，热闹又庄重，还省心，我们

特别喜欢这种方式。”新人冯思
钊和杨晓琳表示。26岁的新郎刘
吉征和22岁的新娘孙雪梅相恋
已经有4年了。他们都在省城某
酒店工作，刘吉征是酒店的厨
师，孙雪梅是酒店的服务员。“看
到《齐鲁晚报》上登了新市民集
体婚礼的招募启事，我们立马报
了名。”刘吉征说，他辗转了多个
城市，最终决定留在济南。

“济南让我们这些外来务工
的人有归属感，我们以后多挣点
钱，在济南有套自己的房子。”孙
雪梅建议，“把新市民的‘新’去
掉就行，我们都是济南市民。”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抽奖环
节，共有5对新人分别赢得了韩
国双飞6日游、北京动车3日游机
会以及钻戒、喜酒等实物奖励。
同时，组委会还为每对新人免费
提供喜烟、喜酒和纪念戒指一枚
以及活动当天新娘婚纱一套，省
内双人1日游。

据悉，来济南创业、务工的
“新市民”逐年增多，据统计部门
数据，全市现有各行业来济创
业、务工人员约134 . 25万人，其
中大多数为青年人，他们为城市
建设与发展奉献着青春和力量。

本报5月26日讯 (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张涛) 26日，省城不

少农贸市场在雨中显得格外冷清。
下雨导致出摊的菜贩减少，菜价大
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中午12点，在舜耕路附近的一
处农贸市场，售卖芹菜的刘先生穿
着雨衣，在雨棚下整理淋湿的蔬
菜。市场隔几个摊点才有一个菜贩
出摊，明显比平常减了不少。“雨一
直没停，很多菜贩为了减少成本就
不出摊了，今天得有三分之一的菜
贩没来。”

“怎么菜这么贵，芹菜都卖到
了两块钱。”市民李女士询价后抱
怨道。虽然菜贩少，但前来买菜的
市民却没有减少。经记者询问，不
少菜价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黄瓜
由1 . 2元/斤涨到了1 . 5元/斤，芹
菜由1 . 8元/斤涨到了2元/斤，韭
薹的价格也由1 . 5元/斤变成了
1 . 7元/斤。

“卖菜的少了，菜价自然就高
了。”刘先生说，昨晚下了一夜的
雨，菜地变黏，很难采摘，一些青菜
还烂在了地里，导致今天的出菜量
不高，价格也就上涨了。

在另一个摊点，豆角由平时的
3 . 2元/斤涨到了4元/斤。摊主说，
当天主要负责运送豆角的菜贩被
堵在了高速路上，导致当天豆角减
少，菜价上涨。

出摊的菜贩少了

蔬菜大都涨价了

新人在雨中激情拥吻。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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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乘游船“畅游爱河”。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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