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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匆匆过过城城不不留留痕痕
桥洞改造、河道疏通、南北储水，

本报记者 王皇 蒋龙龙 郭立伟
实习生 任群

大涧沟凤凰路泵站
排水将双倍历山路泵站

12日晚，祝舜路形成了较深的积水。
这条路中间低，东西南都高，马路径流只
能往北流向小清河，但是往北却要过地势
更低的铁路桥。“现在这里只有临时过路
桥涵，虽然我们已经多年申请建设铁路
桥，但由于每年跨铁路施工项目数量有限
制，至今还没有实现。”济南市排管服务中
心相关负责人说。

南部山区、北部平原的地貌形成了济
南南高北低的基本地势。济南南北向的路
最终仍会遇到横在北侧的铁路桥，之后再
流向小清河。而铁路桥下，除了部分能利
用自然地势排水外，多数都需要泵站抽
水，靠机械排水。

历经多年的提升，济南多处铁路桥泵站
的排水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历山路铁路
桥的泵站经过多轮提升，目前排水能力很
强。去年8月，济南遭到大暴雨袭击，历山路
泵站在雨后半个小时基本已经消除完毕。

7月12日夜，历山路泵站的淹水情况较
轻，而生产路泵站的积水则深达1米。据记者
了解，目前生产路泵站抽水能力为0.93方水
每秒，是按照5年一遇来设计的，生产路泵站
的抽水能力已经明显不够用。

据济南市排水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已经建了泵站的铁路桥还有待继续改造
提升。济南市排水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说，
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纬十二路雨水泵站、生
产路雨水泵站、历黄路雨水泵站也将进行提

标改造。
“生产路的雨水泵站我们正在考虑利用

重力流抽水，这样能形成一定的水压，防止
沿线的污水井盖因上游水流过大而被冲
开。”该负责人说，这样的设计在历山路铁路
桥泵站已经尝试过。

此外，济南还将新建大涧沟、凤凰路雨
水泵站，设计排水能力均为每秒3立方米，是
现有历山路排水泵站的近2倍，1小时可排
出雨水1万立方米。

棚盖处罚标准
还停留在19年前

河道的保护和河道棚盖的拆除对济南
彻底解决“看海”问题至关重要。“道路行洪
正常，但膝盖那么高的行洪那就是排水不
够。拆除棚盖是真正的解决之道，但是有的
小区已经形成，成了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起
来难度很大。”上述负责人说。

济南市自2005年起，已停办一切棚盖和
临时占用河道的审批手续。2008年进行河道
整治，拆除了部分棚盖。据相关水利专家介
绍，《济南市河道管理办法》规定，对于棚盖防
洪河道、建房等行为，对个人处以五十元以上
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罚款。“该规定是1997年实施的，目
前来看处罚相对较轻，震慑力不大。”

该专家介绍，对于河道棚盖的责任人，
需要提高处罚标准，加大震慑力，防止新的
棚盖现象出现，“而且也需要加强现有的河
道管理，并做好现有河道的清淤工作。”

记者了解到，济南市从2005年就开始进
行雨污分流和污水收集的改造，今年结合海
绵城市改造，老城区的菜市片区、老商埠区、
七里山片区都已开始雨污水改造。“整个河

道综合整治和雨污分流、污水收集这11年间
济南的投资已经有五六十亿，光雨污分流已
花了二三十亿。”该负责人说，雨污分流仍是
一个全系统的工程，还需要继续。

除了河道的保护，老道路的排水能力也
需提升。而新建道路就更应该考虑到沿线排
水需求，适当加大。上述负责人说，目前济南
市排水管线设计多数新道路是两三年一遇，
但老道路不少还是一年一遇，排水能力还待
加强。今年，济南市多条进行海绵改造的道
路就特别进行了雨污分流，并且雨污水管道
都加粗不少。

南山水库增容

北部多建湿地储水

济南南靠群山北倚黄河，地势南高北低，
加上黄河已成“地上河”，特殊的地理位置和
地势格局让济南极易发生南洪北涝的城市水
灾。尤其是南部山区的降水滚滚流向市区，对
城市防汛破坏力非常大。

除了更快地将降水排出去，济南市一直
在采取措施，让南部山区也能滞留一部分降
水，减少市区的压力。其中最为明显的工程

■暴雨疏排之道·治水寻法

遇到急降雨，省城不少道路会出现短时积水现象。怎样尽可能减
少积水的时间，把积水尽快排出去，减少危险是防汛部门面对的难
题。据齐鲁晚报记者采访了解，济南市还将继续铁路桥涵的改造，提
高桥涵的防汛能力，继续推进雨污分流设施改造。虽然目前现存的河
道棚盖难以拆掉，但是济南市将避免出现新的河道棚盖，并做好棚盖
河道的管理。还要加强已有排水设施的管理。

济济南南治治水水放放啥啥招招
立体防汛减少市区“看海”

就是南部山区水库的建设。
南部山区的卧虎山水库是省城的大水

缸，也是济南市最大的水库。“卧虎山水库的
首要功能在于防洪。”济南市水利局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卧虎山水库建成后，为减少省城的
防汛压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13年夏季，
省城遭遇暴雨，当时卧虎山水库的入库流量
每秒能达到几百立方，假如没有卧虎山水库，
省城西部城区的防汛压力非常大。”

为了更好地发挥卧虎山水库的防洪作
用，卧虎山水库于去年增容900万方。900万
方几乎相当于8个大明湖的水量，“一旦南部

山区发生更大降雨，卧虎山水库能滞留更多
洪水，然后缓缓放出去，减少南部山区洪水
对市区防汛的冲击。”除了南部山区滞留更
多的洪水，济南市也在打造立体的防汛体
系。济南有着众多湿地，城区周围也有很多
农田，这些湿地和农田对于防汛有着很大意
义，可以将更多的雨水渗入地下。

为了打造立体的防汛体系，济南市正
在实施海绵工程建设。随着新建道路和新
建小区都采取海绵工程施工，能将更多地
下水渗入地下，减少防汛压力。济南市还
在建设17处湿地公园，这对滞留雨洪水也

有很大作用。如已开挖的华山湖和北湖都
可起到储水作用，减少周围的压力。

打通城市排水梗阻
雨水管道亟需清淤

除了硬件设施的改造，“软件的提升也
非常重要。”据济南市排水管理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相关遇雨的规范，济南
市的不少道路、立交桥等排水设施还有不
足。“但是不能全靠扩建管道排水，一味加粗
排水管道也不实际，花费很多。”

由于目前地下管位空间非常有限，一条
几十米宽的路，要铺十几条管道。雨污水管
道还需要有深度高差的要求，扩建受道路限
制。该负责人表示，更重要的还是加强已有
排水设施的管理，“尤其是雨箅子和雨水管
道的管理。”

由于济南市的暴雨时常伴随大风，沿路
的很多树叶都被刮落，此外，还有不少纸屑
和其他垃圾。12日的暴雨，历山路铁路桥下
就出现了雨水箅子被堵而无法快速令道路
积水排出的情况。

“有的时候确实不是排水管道不足的问
题，是雨水箅子被堵了，挡住了路面的水流
入。管道里面没有水，路面上却有积水。这就
不是设施的问题，而是管理需要加强。”济南
市排水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路面的清洁，
能让道路排水更快，降雨时加强管理保证雨
水箅子的通畅很有必要。

不过该负责人表示，不仅下雨要加强雨
水箅子管理，平常的管理更加重要，“但是目
前雨水箅子的保护并没被市民们重视。”很多
市民，尤其是一些店铺经营者经常把雨水箅
子当作垃圾出口，“进行道路清扫时，将垃圾
清扫进雨水箅子，堵塞排水管道。”

记者了解到，济南雨水管道日常管理存
在另外一个让人忧心的问题，就是很多店铺
把泔水倒进去。很多临街小饭店、商店等私自
将排污管接入雨水管道，造成了雨水管道的
淤积。雨水管道的淤积清理起来尤为困难。据
济南市一排水行业业内人士介绍，“以前雨水
管道淤积清理并不及时，现在雨水管道的清
淤对打通城市排水‘梗阻’的作用十分关键。”

葛记者手记

每年7月、8月，济南市民都要经历
暴雨和马路“看海”。“看海”是一句玩笑，
但背后更多的是市民和城市建设者的无
奈。城市在发展，老城区改造难度增加，
老城区的地下管道改造就更难了。道路
开挖难、拆除以往的河道棚盖难，真正能
让城市排水系统彻底改变的做法还是掣
肘于城市的发展之中。怎样让马路“看海”
少一些，还需要看城市建设者的建设理
念，也需要看生活在济南的市民怎么做。

济南人总是爱羡慕青岛，在“看海”
这一点上，还是只有羡慕。当然，这与青
岛历史上形成的先进的雨污分流理念有
关系，更与青岛四周是海，排水方便有
关。不过，济南的城市建设也应该迎头赶
上。济南的雨污水分流投入已经高达二
三十亿，持续了十多年，这个改造还应该
继续，而且更应该啃啃硬骨头，河道棚盖
的问题能不能试着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济南市民是“看海”的切身体会者，但
绝不该只做看客。如果知道扔在路上的纸
屑都可能会堵塞雨水箅子，市民还会扔
吗？雨水箅子多了看不过来，市民发现之
后能顺手捡一捡垃圾吗？

要要想想不不““看看海海””
市市民民不不能能只只做做看看客客

济大路安装雨水暗渠，提高排水能力。（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雨水箅子被堵不能向下渗水，环卫人员

正在清理。（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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