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彩斑斓曲江路。（张梦瑶 摄）

7月 14日上午，一场暴雨过后，荆州大学城中央公园
内，经雨水冲刷后的曲江路洁净如新，色泽艳丽的跑道与
绿意盎然的树木草坪相映成趣。

从口袋公园到水系治理、从城市主干路到街头巷尾、
从棚改旧改到社区治理，近年来，荆州市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将建设“海绵城市”作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
抓手和推动建设安全城市、韧性城市的重要举措，发挥水
乡古城特色优势，打造江汉平原生态宜居城市。去年 4
月，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公示省级“海绵城市”
试点，荆州市入选。

建设“海绵城市”，荆州既有先天禀赋也有现实需求。
荆州市河湖众多，水网密布，是全国内陆水域最广、

水网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境内水域湿地面积占全市国
土面积的27%，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3.3%，是典型的水乡
园林城市。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人
口的增长，荆州市特别是老城区排水设施能力不足、城市
过度硬化、雨水资源利用率不高等弊端日益凸显，成为亟
须解决的重要民生问题。

如何破题？海绵城市建设作为解决城市内涝的利
器，让荆州实现从“因水而忧”向“因水而优”的华丽转变。

荆州市住建局组织编制了《宜荆荆都市圈江汉平原
生态宜居城市专项规划》，按照规划中“1+6+10”（一个规

划，六个目标，十大行动）要求，制定了建设江汉平原生态
宜居城市三年行动方案和2023年项目清单。

为贯彻海绵城市理念，荆州市综合采取“渗、滞、蓄、净、
用、排”等措施，以城建项目建设为抓手，聚焦城市内涝问
题，全面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形成“源头减排、管网排
放、蓄排并举、超标应急”的城市排水防涝完整工程体系。

截至 2022年底，荆州市落实海绵理念的项目共 124
项，建成区累计建设海绵城市达标面积 31.14平方公里，
占比 31%。2023 年，荆州市计划开工项目 9 个，总计
6.34平方公里。

美好蓝图已绘就，让城市实现“呼吸自如”，关键靠实
干，根本在落实。2月27日上午，2023年荆州市建设生态
宜居城市重大城建项目暨城市新客厅项目开工仪式举行，
现场开工项目63个，总投资217.15亿元，涵盖道路排水、
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老旧小区改造及基础设施配套、公
共建筑、城市治理、新能源基础设施、产业配套项目等。

一条条透水路、一个个口袋公园、一块块下沉绿地，
随着海绵城市建设的持续推进和实施，荆州这座水乡古
城的城市品质不断提升，一个山清水秀、绿色宜居的生态
之城正展露新姿。

（宜荆荆恩主流媒体联盟·荆州日报记者 孙晓旭 张
梦瑶 通讯员 罗杏子）

“呼吸吐纳”间重塑城市格局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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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 ，湖 北 省 已
进入主汛期，暴雨、大
暴雨等强对流灾害性
天气频发，城市防洪排
涝工作和海绵城市建
设面临着暑期雨水的
考验。

《宜荆荆都市圈发
展规划》提出：统筹城
市水资源利用和防灾
减灾，持续推进宜昌国
家级海绵城市示范市
建设，加快推进荆州、
荆门、恩施省级海绵
城市示范市建设。

宜荆荆恩四地因
地制宜建设城市蓄水
设施，充分利用城市
雨水资源，打通城市
内外河湖水系连接，
提升城市排水透水能
力；统筹城市防洪和
排涝工作，全面实施
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
短板工程，提高城市
防洪排涝的整体性、
系统性和信息化、智
能化管理水平……一
批批“海绵体”项目正
快速铺展开来，成为
提升智慧城市“韧性”
的重要举措，一起来
看看四地海绵城市建
设近期有何新进展。

7月 14日，恩施市普降暴雨，但市民惊喜地发现，以
前许多一下大雨就“看海”的地段，基本没有什么积水，道
路通畅让广大市民的出行变得格外轻松和踏实。

过去恩施市主城区积水区集中在清江两侧低洼处、
小渡船区域低洼处、施州大道低洼处及城南等区域。造
成内涝积水的主要原因是地势低洼及排水不畅。

2020年 7月 17日，恩施市发生急促性暴雨，造成洪
涝灾害，带来巨大损失。事后，恩施市城市管理执法局通
过人员巡查发现存在 30处易涝点。为消除城区内涝隐
患，该局按“一点一策”要求科学制定《内涝点整改方案》，
作为城市功能“补短板”实施内涝整治项目，总投资 700
余万元。2021年 3月第一期动工，同年 5月完成 17处内
涝点整治，共新建排水沟86.5米，增设雨水井51座、管道
57米，改造雨水井 5座，疏通管道 820米，清掏沟渠 1113
米。2022年 7月第二期动工，同年 8月底完成 12处内涝
点整治，共新建排水沟 2516米，清理排水沟 1422.9 米，
增设雨水井248座。

经过近两年大雨检验，2021年改造的 17处内涝点
治理效果较好，再无内涝产生。2022年改造的 12处内
涝点，在几场大雨中基本相安无事，不过效果仍需进一步
检验。

恩施市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对内涝展开“技防”

的同时，还在“人防”上不断加大力度，城管等部门高频
次、全覆盖对城镇排涝、排水管道、进出水口进行及时疏
通，并督促天然气公司加强对天然气管道的日常巡查及
安全监管和应急抢险，统筹协调危险区域桥梁等的险情
处置上报等工作。

恩施市成立防汛抗旱防内涝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
建 27支应急响应队伍，明确责任路段、责任区域并配备
相应的应急车辆及应急处置物资，确保防汛工作任务到
人，责任到人。每遇强降水，应急响应人员必须 24小时
保持通信畅通，不间断巡检责任路段，及时排涝。

下一步，恩施市将常态化开展日常巡检，确保隐患排
查无死角。同时将对管网系统进行改扩建。依托老旧小
区改造、城市更新等项目对于满足排水要求且管养维护
程度较好的合流制管道进行雨污分流制改造，使其成为
未来城市雨水排放系统的一部分。对于排水能力严重不
足、损坏严重的合流制管道，将予以重建。对于排水设施
建设不完善的区域，规划新建分流制雨水管道。

此外，恩施市还将加大信息化建设和应急处置能力
建设，确保出现超过城市暴雨内涝设防标准的暴雨时，人
防、物防和技防相关人员、物资能准确到位并发挥作用，
力保一方平安。
（宜荆荆恩主流媒体联盟·恩施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熹）

“人防+技防”根治城区内涝顽疾恩施

美丽的清江河穿州城而过。（谭熹 摄）

绿草如茵、垂柳依依、夏花烂漫，即便是在酷暑时节，
这里的各类植物也被滋养得生机勃勃——这是位于荆楚
科创城的荆门国际会展中心，它是荆门首个获得国家绿
色建筑设计、运行双三星认证的建筑，也是荆门探索海绵
城市建设的一个典型代表。

“建筑周边建有下沉式的雨水花园，下雨的时候就
能形成天然的蓄水池。花园底部设置了溢流口，当雨水
超过设计容量时，就会通过溢流口排到市政管网中，而
储蓄下来的雨水则会为花园的水生植物持续提供水分，
大大节约了园区绿化灌溉用水。”建设海绵城市，归根结
底就是要恢复水在自然和城市中的正常循环。荆门玖
伊园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启洋介绍，国际会展中心
建筑及周边环境广泛运用海绵城市理念，除了下沉式绿
地、植草沟、透水铺装、市政管道等雨水收集系统，同时
还配套建设中水处理系统，能对收集的雨水以及建筑内
的部分生活污水进行净化处理，再循环用于园林喷灌、
卫生间冲水等，从而实现雨水的“渗、滞、蓄、净、用、排”
一整套循环过程。

会呼吸的砖、会过滤的植被、会渗水的绿地……荆门
国际会展中心在海绵城市建设上的探索和实践，在后期
整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延伸。

“荆楚科创城核心区内含飞龙湖和金盆湖两大水库，
因此，在打造具有园区特色的海绵城市技术体系过程中，

生态功能以及防洪排涝功能是要着重考虑的。”刘启洋说。
在改造思路上，科创城从水资源利用最大化、水环境

海绵化、水景观生态化三个层面，提出水资源的“活、通、
造”改造策略，对园区水系统进行提升规划；在实际运用
中，通过识别园区生态基底，从径流控制、绿地系统涵养
和加强景观水体水质维护等方面对水体进行生态修复，
在保障水体景观功能的基础上，实现园区绿化带雨洪调
蓄和径流净化的“海绵”功能；在改造过程中，坚持源头防
治和工程改造有机结合，基于荆门城区降雨径流现状，构
建水环境海绵体系，以生态与科技并重的手段减轻园区
内涝风险。

建设“绿色、智慧、人文”新型城市，是荆门市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的目标。近年来，在荆楚科创城核心区等一
批示范、试点项目的引领下，结合市政道路、公园绿地、环
境整治、片区开发、棚户区改造等项目建设，荆门中心城
区以及各县（市、区）海绵城市建设都取得显著成效。按
照荆门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下一步荆门将从项目建设规
划条件、规划审查、项目现场管理、竣工验收等层面着手，
强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同时，结合排水管网普查、海绵
城市评估等工作，进一步梳理海绵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
更好地实施海绵城市系统化片区化建设。

（宜荆荆恩主流媒体联盟·荆门日报记者 李晓雪 实
习生 田明遥）

建设“绿色、智慧、人文”新型城市荆门

荆楚科创城内的中水处理站。（李晓雪 田明遥 摄）

7月14日上午，至喜长江大桥江南一侧桥下公园绿地，
4名女子正在网红桑树下打卡拍照，脚穿白色运动鞋的她们
连鞋子都没湿，丝毫看不出前一天晚上宜昌曾降下大暴雨。

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点军大道绿化提升项目负责人
刘松厚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拍摄于去年的照片，因为突降
暴雨，这片公园绿地出现严重内涝。“昨天这场雨比去年
下的还大，但通过点军大道周边绿化提升工程的海绵型
公园绿地建设，连地面都看不到积水。”他边说边用力朝
草坪跺了一脚，鞋面也看不到任何水渍，“‘海绵’让雨水
迅速渗入土壤中，无法渗透的雨水会沿着缓坡经溢流口
进入排水系统，最后进入152立方米的调蓄池。”

在距至喜桥下公园绿地不远的奥体中心，工人们正
在冲刷地面。湖北一方文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工
作人员杨昌立介绍，冲刷地面的水全部来自于前一天大
暴雨蓄纳净化后的水。奥体中心通过雨水收集利用项
目，建设了7个雨水收集池用以收集屋面、广场、道路、绿
地等雨水。“雨水收集池分为 240立方米的污水池和 60
立方米的清水池，昨天这样的大暴雨可以装满 7个雨水
收集池。”杨昌立介绍。

宜昌市还将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融入建筑社区建设，
通过建设透水铺装、雨水花园、蓄水装置等海绵设施，打
造舒适宜居的“海绵化”小区，在伍家岗碧波翠苑、西陵区
东山四路城市棚户区（新街坊）安置房项目二期工程 A、

B区和夷陵区晴川明月新建小区等地，实现了居民“小雨
不湿鞋、大雨不积水”的海绵效应。

通过实施西坝三路、江坪路道路工程和黄河路综合
改造工程等海绵型道路广场建设解决城市道路积水的

“病灶”。黄河路综合改造工程新建透水铺装12349平方
米、下沉式雨水花园3393平方米、溢流井 39个等滞留蓄
水设施，构建了集“渗”、“滞”、“蓄”、“净”、“用”、“排”等理
念为一体的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让下大雨就“看海”的
黄河路如今连积水洼都看不到。

通过管网及泵站项目建设，实施沙河综合整治工程
让昔日臭水沟变身网红打卡地，实施中南路片区内涝点
治理工程和三峡大道冯家湾匝道内涝点整治工程，让周
边企业和居民不再担心内涝，优化营商环境同时，大大提
升居民幸福感。

自 2022年 6月成功获批全国“十四五”第二批系统
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以来，宜昌市始终按
照“系统化”和“全域”的海绵城市建设要求，通过系统
化设计实施“海绵+”方案，创建沿江山地丘陵城市海绵
城市系统建设示范；推介地方特色技术成果，形成同类
条件可借鉴推广技术体系；建立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
初步形成了具有宜昌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海绵城市建
设模式。

（宜荆荆恩主流媒体联盟·三峡日报全媒记者 保杰）

海绵植入肌理 城市更会呼吸宜昌

宜昌奥体中心。（黄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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