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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坝建成、长江大堤加固后，城市多是受“内伤”

““肾肾萎萎缩缩、、血血管管堵堵””，，不不内内涝涝才才怪怪

六十年间
湖泊减少87个

除了武汉之外，这轮暴雨
还给湖南岳阳、江苏南京、安徽
安庆等70多个城市造成了严重
的内涝。市内湖泊的萎缩，被公
认是导致城市内涝的重要原因
之一。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湖
泊和湿地起着容留回旋积水的
重要作用，湖泊是“城市之肾”，
是城市的生命之源。特别是在
武汉这样的城市，现在长江的
水位已经高于武汉城市的水
位，武汉城市的洪水没有办法
自然往长江里排，下了大雨，武
汉城市里的水需要找地方泄
洪。所以，湖泊这样的蓄水空间
十分重要。

武汉水系发达，原本大小
湖泊星罗棋布，素有“水袋子”

“百湖之城”之称，“但是，现在
武汉湖泊已经没有办法起到调
节作用了，为了城市建设，当地
填了许多湖来造地。”上世纪50
年代初，武汉市主要城区内共
有大小湖泊127个，现在，中心
城区仅剩下40个湖泊。武汉市
一位城建官员介绍，湖泊变少，
主要集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和90年代两个时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武汉

人口增长迅速，为让老百姓吃
饱肚子，大兴“以粮为纲”运动，
大片湖区与湿地被填占。上世
纪90年代，城市化进程加快，城
建迅猛扩张，填湖造地增多，城
内湖区填上后，大批商品房在
其上拔地而起。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卢新海教授与曾忠平博士，
曾作过专题调查和研究分析：
从1991年到2002年，11年间，武
汉市主城区湖泊水域面积急剧
减少38 . 67平方公里。失去的
湖面难以恢复往日景观，与此
相对应，截至2014年年底，武汉
市城市建设总面积从1986年的
22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527平
方公里。

管廊建设欠账
致“静脉曲张”

2015年，国家防总做过一
项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
2015年，包括北京、上海、深圳、
广州、武汉等地，全国平均每年
有180座城市被水淹，2013年达
234座，其中许多城市是因为排
水系统不给力。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
院的两位学者胡茂川、张兴奇
认为，长江沿线许多城市，都有
低于长江水面的低洼地，“地势
低洼，区域内雨水无法自排入
河，要通过管道收集后由水泵
抽排，使得这些区域排水系统
压力很大，当雨水量超过泵站
排水能力时就会发生内涝。”

在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刘遂庆教授看来，首先，
以前，国家的管网设计标准偏
低，城市标准是防一年（甚至一
年以下）一遇暴雨的排水标准。
2014年，行业主管部门将城市
排水管网的设计标准提高到防
三年一遇暴雨标准，但现在恶
劣天气越来越多，这一标准也
显得有些低了。

其次，许多城市普遍存在
“重地上轻地下”现象。在一些
城市的执政者看来，地上业绩
看得见，地下管廊看不见，只要
不出事，能拖就拖。即便同是地
下网线，地下空间也被不断发
展的电力、热力和电信等管道
占据，很难有足够空间供排水
系统升级。

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就
是地下管廊建设欠账严重，渍
水难题积重难返。据武汉市水

务局排水处处长项九华介绍，
武汉市部分排水管网建于1949
年前，管径普遍偏小。城市发展
了，高楼越来越多，硬化面积增
多，排水难度加大，这些排水管
网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部分
解放后按早期标准建设的管
网、泵站等，目前来看，排水能
力也难以满足要求。

支流投入不足
致“毛细血管堵塞”

针对今年洪水溃坝伤亡，
长江水利委员会防汛抗旱办
公室主任陈敏表示：“目前，
溃坝主要发生在中小河流和
小型水库，这也是我们防洪
能力较为薄弱的地方。”这就
像人的供血系统畸形，虽然
主动脉已很牢固，毛细血管
却很脆弱，一碰就破。

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专家程晓陶看来，我国大江
大河的整治，历来以中央财政
为投入主体，近年来下力很大，
问题已不大。而中小河流是以
地方财政为投资主体的，投入
情况则千差万别。在一些经济
欠发达地区，大多数中小河流，
近年基本没有投入，还是在吃

上世纪50-80年代的老本儿。
程晓陶认为，中小河流防

洪能力的削弱，与经济社会的
变化有关。他介绍，按照传
统，农村中小河流都由农民义
务投工投劳，以前农村有自治
制度，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
了，以前的制度就很难执行
了。另外，加固堤防在一些人
看来是一件可以侥幸过关的
事情，因为洪水是不确定的，
所以大都不愿投入。

那“血管老化”的顽疾是不
是就没治了？“当然不是。”程晓
陶认为，中小河流整治需要做
到三点：首先，各级政府在每
段河流治理中的职责要分解
明确，谁的孩子谁抱走，并建
立考评与奖惩制度；其次，明
确自己的家园自己保，有钱
出钱，无钱出力，上级财政对
出大力者给予奖励，中央财
政对有利于全局的方案给予
补贴；第三，对山区河流进行风
险区划，设立红线与黄线，红线
内为5-10年一遇洪水的行洪
通道，要避免盖房子，红、黄线
之间，允许盖房子，但是需要采
取自我防护措施。

据中国青年报

每当夏季暴雨如注，青岛
市总会自然而然火一把。凭啥
火？就凭青岛独家强项：不怕
暴雨的强大排水系统。青岛
的这项强大优势，全国都认
账，但这种论调一直没停过：
你青岛排水厉害又怎样？还
不是沾了德国人的光，靠了
人家一百年前留下的排水系
统。“德国一百年前排水系统
造福青岛”的说法，每逢暴雨
就会在微信朋友圈被传得有
鼻子有眼。

不得不承认，当时德国人
建的排水系统确实运用了领
先全球的理念：雨污分流，也
就是将雨水排泄与生活污水
排泄分开处理。但是，德国人
花这么大力气，主要是为了德
国聚居区住得考究舒服，当时
的整个排水系统都围绕德国居
民区修，德国人在德国居住区

“雨污分离”，排到华人区，就是

“雨污合一”。如此缺德运转，带
来了多少青岛老百姓生活在污
浊里的糟心生活。这样的痛苦，
直到新中国成立，经过痛下决
心的治理，才算彻底结束。

至于德国人留下的管道
管线，好些在发挥作用不假，
但以德国《南德意志报》自己
的统计：现在还保留的德国管
道，只占青岛排水系统的3%，
作用已经非常小。实际上，目
前青岛强大的排水抗洪能力
是我们中国自己造出来的。早
在新中国成立伊始，青岛就完
成了一场震撼全国的强大改
造：1953年青岛大港纬路明沟
改造。这个长六百米宽七米的
臭水沟，就是德国排水系统的
造孽后果，虐了青岛人几十
年，这下不但被一口气填平，
更完全参考德国技术，把明沟
改成了暗渠。旧址之上，还建
成了街心花园。

但青岛沾德国光的说法，
却流传很广泛，说起来虽经不
住推敲，但个中的反思，却颇
多心酸。

很悲哀的是，当又一年暴
雨如注的时候，上一年被辟的
谣言，再一次反复流传。特别
是在微信的传播圈里，所谓的
德国油纸包，神一般的德国排
水，强大的德国制造，各种毫
无科学依据的传言，依然有鼻
子有眼，火遍朋友圈。

一个原因，现在的很多自
媒体不经考证什么火就发什
么，而不少人的知识面不宽，
且自我思考能力偏弱，导致谣
言传一年又一年。

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是一部分国人的自卑心理在
作祟，老是觉得我们自己做不
出好的东西，都是要靠国外先
进技术。

据人民日报等

自自卑卑心心理理作作祟祟，，德德国国下下水水道道屡屡屡屡““躺躺红红””

6月30日至今，长江中
下游地区遭遇多轮次暴雨
袭击。安徽、湖北、湖南、江
西、江苏等多省份局部地
区出现历史罕见的极端汛
情。昔日的大汛重在江防，
而今天，随着三峡大坝的
建成和长江大堤的强力加
固，灾害更多来自堤内，受
灾地区受的是“内伤”。一
场暴雨，就像将X光片浸
入显影液，立即显示出我
国防洪体系隐藏已久的多
个病灶。

7月10日，武汉市民从完工的临时人行栈道上通过淹没的汤逊湖大桥桥面。 中新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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