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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部长陈政高曾公开透露，预计海
绵城市建设投资将达到每平方公里1亿元至
1.5 亿元。有业内人士计算，部分地区实际
每平方公里建设投资成本可能达到1.5亿元
至2亿元。按当前国家“海绵城市”的建设
规划，至2020年，全国658个城市建成区的
20％以上面积需要达到设计标准，全国每年
投资总额预计将超过4000亿元。

建设海绵城市的巨大投资钱从何来？记
者了解到，目前中央财政给予各试点城市每
年 4 亿至 6 亿元专项资金补助。以济南为
例，作为省会试点城市，济南市于2015年至
2017年共可获得15亿元中央补助资金。

相对于巨额的海绵城市建设投入，中央
财政补助显然难以支撑。各地也将PPP作为
资金筹集的重要渠道。按照预期，鹤壁市海
绵城市试点建设总投资 32.87 元，其中政府

财政投资 27.24 元，剩余 5.63 亿元资金需靠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 模式来解决，
PPP模式所占比例约17.1％。

尽管投资空间大，项目选择多，但社会
资本进入海绵城市建设领域仍选择观望。

“技术门槛高，项目回报期长，后期风险不
清，一般企业不敢轻易尝试。”负责承接了
多个试点城市单体示范项目的翟艳云说，即
使企业在海绵工程竞标中拿到合同，如果扣
掉每年近7％的融资成本，最后也剩不下多
少利润。

缺乏稳定收益回报，是海绵城市建设项
目采取PPP模式的最大难题。一个试点海绵
城市建设负责人介绍，不同于地下管廊、污
水处理等收费运行项目，一般海绵城市项目
属于公益项目，后期运营维护支出较大。

“我们曾尝试将改造后的停车位作为投

资收益回报，但测算结果一个投入12亿元的
项目，相关停车位收费 10 年的整体收益才
120万元，收益率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位
负责人说。

针对当前海绵城市建设中面临的挑战，
一些地方已展开积极探索。

浙江省嘉兴市通过引入民间资本建立城
市建设发展基金，示范区内建设项目超过8
成投资采用PPP模式；武汉市明确，城区所
有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均要配套海
绵城市建设设施。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教授王守清等专家
认为，推进海绵城市建设，需各地因地制宜
地制定长期规划和实施方案，从地方立法和
社会推广等方面入手，提高公众参与度；对
融资项目进行合理搭配打包，明晰权责条款
设计，增强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 据新华社

“头伏饺子二伏面。”7月27日，在逐渐加重
的闷热中，迎来“三伏天”里的“中伏”。今年是

“双中伏”，伏天一共40天。保健专家提示，此
时节，防暑、避暑可多吃苦味食物。

据了解，“初伏”和“末伏”都是 10 天，“中
伏”天数不固定，有时10天，有时20天。就今年
的“三伏天”来说，7月17日交“初伏”，7月27日
交“中伏”，8 月 16 日交“末伏”，8 月 26 日“出
伏”，其中“中伏”为20天。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28日白天，我国
大部分地区有 35℃~39℃的高温天气。其中，
浙江中北部、安徽东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
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41℃。

“双中伏”是否意味着一定要热20天呢？
对此，天文和气象专家表示，“中伏”只是日
期排列的问题，绝不代表“双中伏”就一定炎
热20天。从气象学上讲，高温日数多少跟伏
天时间长短没有必然的关联性，是由大气环流
背景，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强度和控制的时间
等因素决定。

进入“中伏”后，桑拿天居多，人体出汗
多，消耗大，容易产生生理及心理上的疲困，
表现为没有精神和食欲不振。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
李艳玲提示大家，碰到这种情况，应该多走出
户外，多和人交往，多听舒缓的音乐。另外，
在饮食调理上，要主动多吃苦味食物，如苦
菊、芹菜、茴香、香菜、苦瓜、萝卜叶等。这
些食物能清泄暑热，增进食欲，但要适量，否
则伤胃。此外，还要注意做好心理调节，要静
心、安神、戒躁、息怒，防止上火。

据新华社

今年“双中伏”到来
消暑清热多吃“苦”

30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近半数现内涝

城市“海绵化”成效几何
近 期 ，

特大降雨覆
盖我国南北

多地，城区“看海”现
象多发。承担着增强城
市防涝能力重任的海绵
城市建设，备受社会关
注。

记者不完全统计发
现，全国 30 个海绵城
市试点中，近半数城市
近期曾出现内涝。业内
专家认为，海绵城市建
设是解决内涝问题的有
效途径，但这是系统工
程，建成面积不达到一
定规模，防治内涝不会
马上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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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4月起，住建部等三部委先后
公布两批中央财政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重点解决城市建设中的水环境、水生态和内
涝问题。今年5月以来，我国多地城市遭遇
暴雨、出现城市内涝，其中包括济南、武
汉、镇江等多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目前已纳入试点
的30个城市中，近期出现内涝的城市至少有
14 个，占比接近 50％，其中首批试点的 16
个城市中，至少有9个城市出现内涝。

海绵城市建设是指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和绿地、水系
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
用，有效控制雨水径流，被视为增强城市防

涝能力的重要举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为何
也会出现内涝？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分院资源
能源所所长王家卓表示，当前部分海绵城市
建设试点出现内涝，这恰好说明当前加强海
绵城市建设的迫切性。试点城市之所以出现
内涝，一方面试点启动时间有限，首批16个
试点城市去年4月才确定，第二批14个今年
4月确定，大部分项目还在建设中；另一方
面海绵城市是个系统工程，大部分城市试点
建设规模仅二三十平方公里，第一年建设完
成的区域基本都在几平方公里，小规模的海
绵城市建成区无法解决整体城市的内涝问
题。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试点城市，“海
绵化”改造的点面“对比效果”十分突出。
在试点城市河南鹤壁市，从7月8日起连下
两场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在改
造后的桃园公园及淇水大道等路段，由于铺
设了透水材料，建设了下凹式绿地、蓄水模
块等，雨水迅速下渗，几乎看不到暴雨肆虐
的痕迹；与此同时，未经过海绵化改造的主
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

济南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综合组副组长田戎介绍，海绵城市在治理内
涝方面，只是对一定范围内降雨量形成的内
涝起蓄滞作用。遇到超过百毫米、甚至两百
毫米的降雨，防治内涝还得看城市排水系统。

根据国办2015年发布的《关于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通过海绵城市
建设，将 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到
2020年，城市建成区2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
标要求；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80％以上的
面积达到目标要求。王家卓说，这些指标并
非针对试点城市，而是面向全国所有地区。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虽然一些试点城
市在加快海绵城市建设，但不少地方在整体
进程、规划指标等方面仍然面临一些挑战：

——已建成社区改造难。海绵城市建
设，重要任务就是对已建成小区，尤其是经
常出现积水小区进行“海绵体”改造。相对
于新建城区或社区可以通过先期区域详规、

中期施工监督、后期项目验收等指标与渠道
来约束，已建成的老旧社区建设难度非常
大，被业内视为“带刺的骨头”。

——建设标准不明晰。尽管住建部2014
年发布《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指导各
地开展海绵城市建设，但由于各地建设海绵
城市的目标与方式差异较大，只能靠试点城
市自身“摸着石头过河”。

深圳市创环环保科技公司是国内多地海
绵城市建设的技术顾问商。总经理翟艳云介
绍，一些试点城市职能部门对于海绵城市建
设内容都不太清楚，以为就是修修道路、收
集雨水等。实际上，各个试点城市目标方向
不一，有的重在储蓄水资源，有的偏重解决

内涝，有的侧重解决水污染。缺乏科学的建
设标准，就容易使海绵城市建设走弯路，甚
至南辕北辙。

——政府部门配套不同步。一些受访专
家表示，海绵城市建设需要规划、城建、水
务、园林等部门充分协调“齐步走”。尤其
是各地城市新区建设中，即便不是试点城市
或区域，也必须提前规划、系统建设。

济南城建集团副总经理刘相华说，当前
一方面要投入大量资金，按照海绵城市标准
改造既有建筑小区，另一方面大批传统路面
硬化的新小区不断建成，不仅导致重复投资
浪费，而且极易出现改造速度永远赶不上城
区扩张的尴尬。

30个试点城市近半内涝，小规模“海绵”难解整体内涝

已建成社区“海绵化”改造难，传统新小区又不断建成

全国每年投资超四千亿元，亟须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参与

上街见到警察执法，湖南省宁乡白马镇居
民廖伟平（化名）立即用手机拍下视频，在拍
摄过程中，他还数次在一旁起哄，喊叫。出于

“想出名”的心态，他把视频配上与真实情况
不相符的文字传到网上。7月23日，因涉嫌寻
衅滋事，廖伟平被警方传唤，随后被处以行政
拘留12天。

“当时我们是在正常执法。”回龙铺派出所
姜警官介绍，7月21日，回龙铺派出所万寿山
社区民警对一家无证经营的旅社进行取缔，并
联系城管部门联合执法，对该无证旅社室外灯
箱进行拆除。拆除过程中，旅社老板的女儿吴
湘桂(化名)上前强行抢夺城管队员手中的拆除
工具 （长把刀），因吴湘桂情绪十分激动，场
面一度僵持。此时旅社周围开始围过来一些群
众，一名青年男子则显得有些亢奋，姜警官
称，正在警方劝说吴湘桂的过程中，这名青年
男子已拍摄了一段小视频发布在朋友圈内，而
他配上的文字是：“一群土匪。”

姜警官回忆，起初看到男子拿手机拍摄，
民警并未阻拦，也没有做出任何举动，但男子
越靠越近，甚至一度站在了民警身边拍摄。民
警告诉男子，现在正在执行公务，希望男子不
要围靠上来，谁知男子突然大声喊叫起来，

“打人了，快看啊。”在男子不断地喧哗、起哄
下，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民警对男子进行了警
告及教育后，男子自行离开。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网上大量传播前一天
的执法视频，但性质完全变了。”姜警官说。

7月23日，回龙铺派出所根据视频展开调
查，并对拍摄视频的男子进行传唤。在询问过
程中了解到，男子叫廖伟平，白马铺人，“我
想把事情搞大，想让别人关注我。”

在调查过程中，民警还发现有一些网友，
不仅传播了廖伟平发布的视频，还将很早之前
发生在外地的视频内容，“移花接木”到这段
视频中四处散播，目前警方仍在调查中。

晚综

男子为出名拍民警执法
配文称“一群土匪”被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