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60％
2020年

责编:李维 电话: (010)67164834 传真: (010)67113772 星期四 2016/03/10

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City
E-mail:zghjbcsb@163.com城市06

◆本报记者童克难

“每次从驻地到大会堂开会，路上的
距离大概 25 公里，如果每天上下班都是这
样的行程，那城市的环境能算是宜居吗？”
在北京市西北五环的全国“两会”农工民
主党驻地，全国政协委员、环境保护部南
京环科所所长高吉喜对记者说。

事实上，不合理的城镇功能组团布局
导 致 的 这 种“白 天 空 城、晚 上 睡 城 ”以 及

“潮汐式拥堵”等问题，在我国的很多大城
市普遍存在。

在高吉喜看来，这种现象除了给生活
在大城市的人们带来了不好的生活感受，
也不利于城市中污染物的扩散。为此，高
吉喜建议，要合理规划城镇功能，为城市
群和城市之间设立生态安全距离，为污染
物的扩散留下足够空间。

城市形态不合理、不宜居也不
利于污染物扩散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已接近 55％，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有
了巨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 80％左右的
高 城 镇 化 率 相 比 ，未 来 发 展 空 间 依 然 很
大。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及相关研究，2020 年我国城镇化率
将达到 60％左右，到 2030 年将达 70% 左
右。届时，全国将有超过 10 亿人生活在城
镇中。

放眼全国，我国三十多年的快速城镇
化进程，让人几多欢喜几多愁。城镇化把
我们的生活变得快捷方便的同时，也带来
了很多突出的城市问题。如交通拥堵、垃
圾围城、污水绕城、雾霾锁城、城市内涝等
一系列城市病在今天的中国呈高发之势。

高吉喜介绍，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城
市建设越来越密集，城市之间的空隙也越
来越小，这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在高吉喜看来，污染物在自然流动过
程中可以得到净化。以水为例，上游的污
染物通过一 定 时 间 和 距 离 到 下 游 ，就 可
以 通 过 其 自 净 功 能 得 到 净 化 。 如 果 说
水 的 例 子 比 较 极 端 ，那 么 大 气 污 染 物 的
扩 散 则 更 好 理 解 。 目 前 密 集 的 城 市 布
局 ，高 强 度 污 染 物 的 集 中 排 放 ，很 难 在
自 然 界 中 自 然 净 化 。 而 由 于 城 市 与 城
市 之 间 已 经 连 成 一 片 ，几乎没有缝隙，这
就导致每个城市不仅自身的污染物得不
到净化，还可能传输到另一个城市。

“目前我国有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
角三个主要城市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三 个 区 域 的 环 境 污 染 问 题 也 相 对 严 重 。

‘十三五’期间，国家将建设 19 个城市群，
如果不解决城市的合理布局，那么带来的
环境问题可能会更多。”高吉喜表示。

另一方面，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和城
市内部布局、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也是“城
市病”的主要原因。“发达国家很少有像我
国这样如此密集的城市和城市群，每个城
镇的功能比较齐全，就很少会出现人口特
别集中的情况。”高吉喜说。

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给城市留
足安全距离

如何净化城市之间的污染物使城市

宜居？高吉喜提出，在城镇化进程中，要
彻底改变目前摊大饼式的城镇形态，构建
并 形 成 中 国 特 色 化 的 城 镇 形 态 ，从 根 源
上解决由于城镇布局和形态不合理引发
的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土地资源浪费等
问题。

除了要控制城市自身的建设规模，还
必须控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要合理
测算和确定城市群、城市带之间的生态安
全距离。

与城市风道不同，城市安全距离主要
是考虑景观和污染净化，是城市与城市、
城市群的总体规划和布局。高吉喜介绍，
理论上两个城镇之间的安全距离应该是
一个城镇直径的一倍。

“开车从北京出发，如果没有任何缓
冲就到了天津，没有绿地，没有树木，人们
的感受肯定不好。”高吉喜表示，城市间之
间的生态安全距离，也是打造宜居城市的
重要手段。

此外，在城 市 自 身 的 建 设 过 程 中 ，
也 同 样 要 合 理 规 划 和 布 局 。 高 吉 喜
认 为 ，在 城 市 建 设 和 改 造 过 程 中 ，应
该 注 意 主 干 道 、工 业 厂 区 、建 筑 的 设
计 ，考 虑 上 下 游 和 上 下 风 向 的 关 系 。
在新的城镇化过程中，要 注 意 统 筹 协 调
生 产 、生 活 、生 态 三 大 要 素 ，优 化 居
住 、办 公 和 生 态 三 大 功 能 组 团 结 构 ，并
统 筹 考 虑 居 住 半径和就业半径，提高职
住比。

“这就要求我们要合理的配置资源，
优化配置医院、优质学校、购物中心等公
共 服 务 资 源 。 上 学‘ 不 扎 堆 ’、看 病 不

‘扎堆’、购物不‘扎堆’，我们的生活感受
才会更加舒适，污染物也不会聚集。”高吉
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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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为解决城市水问题开拓了新
的思路，有助于实现由“工程治水”向

“生态治水”的转变，对于提高城市防
洪排涝能力、修复城市水生态、实现雨
洪利用、促进城市水系统良性循环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农工党中
央就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提交了提案。

据悉，浙江省嘉兴市“海绵城市建
设试点”和宁波慈城新城 2.66 平方公
里的“海绵城市示范区”的试点实践，
为各地开展海绵城市建设提供了宝贵
经验。但在试点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
题亟待解决：

一是海绵城市建设缺乏系统性规
划。目前城市建设缺乏以建设海绵城
市为目标的系统性规划，已有的专项
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之间未能进行有
效整合，甚至在个别区域的布局和建
设方案上存在较大矛盾。

二是缺乏“海绵体”设计建设标
准。“海绵体”有多种形式，涉及小区开
发建设、交通道路建设、公共绿地建
设、水系湖泊建设等多方面，但是对于
需要蓄滞多少雨水、建设多少空间、采
用什么样的材料，蓄滞的雨水如何有
效利用等尚未有明确的建设标准和指
导意见。

三是部分天然“海绵体”遭破坏。
城区水面率仍有下降趋势，其原因主
要是在城市建设、小区开 发 过 程 中 ，
发 生 侵 占 、填 埋 河 道 现 象 ，在 小 区
建 设 中 ，容 易 打 乱 流 域 的 排 水 格
局 ；城 市 道 路 以 硬 质 铺 装 为 主 ，综
合 产 流 系 数 大 于 0.7；弃 土 无 处 消
化 ，道 路 两 边 绿 地 、甚 至 公 共 绿 地
广场地坪高于道路，低影响开发不仅
没有发挥蓄滞作用，反而造成涝水转
移，加重周边地区内涝。

为此，农工党中央提出建议：

第一，要树立“生态治水”理念，编
制海绵城市规划。城市开发中所面临
的“三水”问题日益突出。在“海绵城
市”的开发规划和建设中，应树立新思
路、新理念，推进由灾害管理向资源
化、生态化管理的转变，将城市开发建
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 有 效 结 合 ，
发挥综合效益。建议由规划部门牵
头 ，统 筹 协 调 建 设 、水 利 、国 土 、城
管 、道 路 、交 通 、园 林 等 职 能 部 门 ，
抓 紧 启 动 编 制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规 划 ，
充 分 发 挥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的 引 领 作
用 。 根 据 各 地 自 然 特 性 、降 雨 气
象 、水 资 源 开 发 、河 网 水 系 布 局 、城
市 开 发 建 设 强 度 等 特 点 ，以 建 设 海
绵 城 市 为 目 标 ，合 理 确 定 年 径 流 总
量 控 制 率 、城 市 防 洪 排涝标准、雨洪
利用率等低影响开发控制指标，完善
建成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城市雨水
管渠系统及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等
三大系统，采用源头消减、中途传输、
末端调蓄等多种手段，以所在流域和
区域防洪排涝格局为基础，针对各区
域不同的“三水”问题，结合河道湖泊、
湿地绿化、基础设施、房产开发等相关
要求，采取综合措施，实现内涝治理、
雨洪利用、生态修复的综合效益。做
好顶层设计，争取在“十三五”期间全
面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第二，要开展建设标准修订，指导
海绵城市建设。“海绵城市”建设三大
体系之一的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建设
是相对比较新的建设理念，提倡从源
头消减，建成各种“海绵体”，减少雨
水 的 排 放 总 量 。 因 此 ，在 海 绵 城 市
规 划 建 设 总 体 方 案 的 基 础 上 ，要 分
解和明确各地块低影响开发主要控
制 指 标 ，按 照 控 制 指 标 的 要 求 ，积
极开展各类建设标准和导则的修订
工 作（如 绿 地 雨 水 系 统 导 则 、道 路

雨 水 系 统 导 则 、建 筑 与 小 区 雨 水 系
统 导 则），将 海 绵 城 市 的 建 设 理 念
和 要 求纳入建设标准体系内，全面指
导海绵城市建设；在建筑小区开发中，
增加透水铺装率、雨水控制率（类似于
海绵城市建设目标中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等主要指标，强化指标的约束性，
并明确 提 出 建 设 目 标 和 要 求 ，推 荐
可 采 用 的 雨 水 再 利 用 的 工 程 措 施 ；
在 城 市 绿 地 建 设 中 ，提 出 绿 地 综 合
利 用 的 目 标 和 方 式 ，构 建 要 点 ，具
体措施以及适应本地区的技术途径
和 方 法 等 ，并 且 在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图
审 查 、施 工 许 可 等 环 节 ，将 海 绵 城
市 相 关 工 程 措 施 作 为 重 点 审 查 内
容。

第三，要保护修复已有海绵体，构
建城市新海绵。城市中的湖泊水系是
城市天然的海绵体，是建成海绵城市
重要的组成部分，城市湖泊水系的沟
通，水域空间的维护是实现海绵城市

“渗、滞、蓄、净、用 、排 ”的 基 础 条 件 ，
因此首要的任务是保护和修复城市
水 系 发 挥 其 滞 蓄 雨 水 作 用 ，恢 复 其
生 态 功 能 ，保 护 和 修 复 好 天 然 海 绵
体 ；另 一 方 面 ，应 因 地 制 宜 积 极 构
建 城 市 中 新 的 海 绵 体 ，创 造 各 类 低
影 响 开 发 的 新 模 式 、新 技 术 ，新 材
料等。在小区中设计建设一些微型
湿 地 和 蓄 水 空 间 ，并 将 储 蓄 的 雨 水
通 过 简 单 处 理 后 用 于 小 区 绿 化 养
护 、马 桶 冲水、洗车等，建设“海绵社
区”；建成一定规模的下沉式公共绿地
或公园，平时 可 作 为 居 民 的 休 闲 场
所 ，暴 雨 期 作 为 滞 蓄 雨 水 的 空 间 ，
缓 解 城 市 雨 水 管 网 和 河 道 排 水 压
力 ，形 成“ 海 绵 公 园 ”；城 市 道 路 建
设 采 用 透 水 性 好 的 材 料 ，减 少 道 路
净产流量，两边绿化带采用下沉式，建
成“海绵道路”。

树立生态治水理念设计完善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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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编辑《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日
前出炉。

《草案》提出，要优化城镇化布局和
形态，加快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
道为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
为纵轴，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
布、协调发展的“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
格局。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增强中心
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
和特色镇。

《草案》提出，加快城市群建设发
展，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建设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
升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城市群开放竞争

水平。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壮
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
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引导北部
湾、晋中、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
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
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按城市群空间分布示意图所述，上
述 18 个城市群中，东北地区城市群又
分 为 哈 长 城 市 群 和 辽 中 南 城 市 群 。
换 句 话 说 ，如 果 算 上 辽 中 南 城 市 群 ，
这次《草案》提及的城市群数量将达到
19个。

这其中，以哈尔滨和长春为核心城
市的哈长城市群规划，已于今年 2 月获
得了国务院的批复。这是《国家新型城

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出台后，国务
院批复的第二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

原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
究所副所长魏后凯分析，辽中南城市群
和哈长城市群构建了一个更大的城市
群体系，将成为拉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
的重要增长极，“城市群本身有一定的
等级体系，大城市群套小城市群；城市
群本身也在不断地发育和发展中。”

除了 19 个城市群，《草案》还提到，
要促进以拉萨为中心、以喀什为中心的
城市圈发展。建立健全城市群发展协
调机制，推动跨区域城市间产业分工、
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协调
联动，实现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

“十三五”中国要建19个城市群
推动跨区域城市间生态保护等协调联动

本报记者童克难北京报道 海绵
城市建设是科学解决城市水生态问题
的新思路，即通过吸水、蓄水、净水和
释水全过程，有效破解城市内涝与缺
水并存的难题，对于可持续地推进城
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民革中
央提交相关提案。

民革中央在研究和建设的具体工

作中发现 ，由 于 对 海 绵 城 市 缺 乏 科
学 的 认 识 ，相 关 政 策 文 件 控 制 目 标
过 高 ，缺 少 与 国 家 政 策 对 接 的 地 方
规 范 ，现 有 技 术 存 在 局 限 性 ，造 成
盲目施工建设，实际效果欠佳，很难
大面积推广等问题，为此，民革中央
建议：

首先，修 改 完 善《海 绵 城 市 建 设

技 术 指 南》、《海 绵 城 市 建 设 绩 效 评
价 与 考 核 指 标》等 相 关 政 策 和 文
件 ，为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提 供 科 学
指导。

其次，应细化海绵城市建设措施，
通过对各试点城市的生态、城建环境
做基础性研究和观测，并依据地方实
际特点配套制订相关指南、规范、标准
细则。加强设计单位资质审查和人员
培训，做好项目估算和资金安排，实现
效益最大化。

最后，要综合考量园林绿地的功
能与社会需求，合理划定种植区域，根
据实际情况调整建设周期、考核指标，
兼顾统筹物种多样性、园林景观品质、
绿地率等问题。

强调科学指导细化措施

城市建设越来
越密集，城市之间
的 空 隙 也 越 来 越
小，不利于污染物
的扩散。
本报记者邓佳摄

本报综合编辑 全国人大代表、天
津市水利科学研 究 院 总 工 程 师 周 潮
洪 建 议 ，要 使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达 到 预
期效果，不能一哄而上，应正确认识
海 绵 城 市 内 涵 ，改 变 以 往 末 端 治 理
方 法 ，做 好 顶 层 设 计 ，有 序 推进，实
施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统
筹建设。

“减少排水峰值是要解决的突出
问题。由于‘热岛效应’导致某一时间
段城市降雨强度特别大，城镇内涝、雨
中‘看海’，也给居民出行造成了严重

影响。”周潮洪说，“这背后反映出地下
管网、排水泵站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薄弱，尤其是排水管网建设理念和对
现有基础设施养护管理重视不够，养
护 资 金 不 到 位 、养 护 水 平 不 高 等 问
题。”她建议，应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
政策，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养护，加大长
效 管 理 资 金 投 入 ，完 善 城 市 排 水 设
施。同时，应综合运用河道、坑塘、地
下空间等，优化调蓄水方式，减少极端
天气给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

周潮洪说，“由于城市的开发建

设，一些坑塘、湿地等具有蓄水功能的
资源正在减少。相比于修建地下设施
而言，保护好、利用好既有资源，成本
更低、也更便于管理。”周潮洪建议，规
划、城建、水利、市政、交通、国土等相
关部门应跳出固有理念和管理方法，
加强配合，形成合力，拿出整体方案，
有序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应因地制宜制定本地区的建设
标准。由于每个城市的气候、地理、水
系条件各异，应在《海绵城市建设国家
建筑标准设计体系框架》指导下，结合
自 身 特 点 对 建 设 标 准 再 细 化 、再 完
善。”周潮洪说，比如北方城市总体降
雨量小，而且降雨期比较集中，导致雨
水 污 染 程 度 比 较 高 ，净 化 难 度 比 较
大。她提出，雨水的净化再利用是建
设海绵城市的一个重要课题，应加强
基础研究，探索适合本地区情况的技
术，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两会关注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对于海绵城市建设给予了高度
关注。如何更好地通过海绵城市的建设减少城市内涝等城市顽疾，
农工党中央、民革中央均提交了相关提案。

——编者

全国人大代表周潮洪建议

切莫盲目跟风一哄而上

农工党中央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接近
55％。到 2020 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60％左右，到 2030年，将达 70% 左右。届
时，全国将有超过10亿人生活在城镇中。

直通两会直通两会

▶70％
2030年

▶55％
2016年

●

●

●

代表委员眼中的海绵城市

民革中央

涝时吸水旱时吐
城中看海不再来

10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