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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地处我省东南部。静静流淌的

藉河穿城而过，将城市一分为二，隔着河，

南北相望。这也让天水这座古城因河而

润、因水而活。

然而，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天水市也

存在着中心城区调蓄能力不足、生态补水

匮乏等问题，积水内涝成了城市发展的

“内伤”。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如何不断增强城

市综合承载能力，如何为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打下良好的城市基础？

答案就是建设海绵城市，让城市像海

绵一样具有良好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

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

以利用，从而让水在城市中的迁移活动更

加“自然”。“海绵城市建设的重点是强调

通过源头分散的小型控制设施，维持和保

护自然水文功能，有效缓解城市不透水面

积增加造成的洪峰流量增加、径流系数增

大、面源污染负荷加重等城市问题。”天水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海绵城市建设服务

中心主任梁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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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家住天水市麦积区马跑泉

公园附近的居民李明明像往常一样早早

来到公园晨跑。作为一名健身爱好者，

李明明对现在马跑泉公园内的步道特别

满意。

“和普通步道相比，这里的步道上有

很多小孔，不管是下雨还是绿化带浇水，

都不会在步道上留下积水，对我们这些爱

跑步的人来说非常友好。”李明明笑着说。

“马跑泉公园内的步道是由透水混

凝土铺设的，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孔能使

水迅速渗透到地下蓄水池，从而保持步

道干爽。”负责马跑泉公园海绵化改造的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天水市工程项

目部总工程师罗春彬说。

梁梅表示，自海绵城市建设以来，天

水市从实际出发，总结了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让城市

品质得到大幅提升。

针 对“ 两 山 夹 一

川”的地形地貌，天

水 市 因 地 制 宜 提

出了“山、城、河”

立 体 统 筹 生 态

建 设 的 海 绵 城

市技术体系。

——“ 山 ”

的 层 面 。 针 对

山 地 雨 水 流 速

大、含沙量高的特

点，天水市实施黄河

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天

水藉河示范区项目（一期、

二期）保持水土；山顶和陡坡地种

植防护林，缓坡地种植经济林，在沟谷培

育水保林；实施西十里排洪渠治理工程，

在山脚与城接合地带，设置截洪沟导流

洪水，山洪进入截洪沟前因地制宜设置

沉砂池，处理后入城。

——“城”的层面。优先实施源头减

排设施建设，控制径流、削减污染，因地

制宜对已建的 104 个地块实施海绵化改

造，新建地块严格落实海绵城市理念；通

过在公园内建设生态塘和调蓄池等，利

用城市绿地消纳周边雨水径流；完善中

心城区 67.8 平方公里排水系统，通过对

排水管渠清淤、错混接改造、排水管网查

漏补缺，实现干管系统雨污分流；改造提

升排洪渠 39 条，有效减少汇入污水处理

厂的山洪；沟渠入河口建设人工湿地、雨

水调蓄回用池等设施，削减入河污染物，

提升雨水利用量。

——“河”的层面。提升城市防洪等

级，开展防洪工程达标建设；建设生态堤

岸，在保障防洪安全的前提下，以柔性治

水为本，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设置透

水铺装、雨水花园、生态旱溪、生态堤岸、

生态停车场等，优化城市功能，打造生态

天水品牌。

海绵化改造是城市建设系统化思维

的一次升级。李亮说，“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发现天水降雨量较小、蒸发量较大，

加上本区域雨水对地下水补充量不足，

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为此，我们推出了

西北少雨地区地块海绵绿色排水系统和

西北缺水地区地下水源涵养技术体系。”

何谓西北少雨地区地块海绵绿色排

水系统和西北缺水地区地下水源涵养技

术体系？

据李亮介绍，西北少雨地区地块海绵

绿色排水系统就是“雨水走地面，污水走

地下”，通过实施老旧小区“+海绵”改造，

重组雨水径流形式，利用原雨水口封堵改

造，将雨水径流引入下沉式绿地。而西北

缺水地区地下水源涵养技术体系是通过

建设引流渠和配水渠，将雨水均匀引入水

源地，并建设生物滞留设施等削减雨水中

的面源污染，建设拦沙坎和沉砂池去除雨

水中的泥沙，净化后的雨水通过渗井、渗

渠，补充地下水，涵养地下水源。

此外，为解决雨水调蓄设施非雨季无

水可蓄、无水可用、调蓄设施“半年闲”，天

然水域自然蒸发补给量需求大等问题，天

水市还提出了西北缺水地区非常规水资

源耦合利用技术体系，并实施了一批以雨

水和再生水为双水源的非常规水资源耦

合利用项目。“马跑泉公园海绵品质提升

工程就是运用西北缺水地区非常规水资

源耦合利用技术体系的典型案例。”李亮

说，整个片区预计每年可利用雨水 4.4 万

立方米、再生水 70 万立方米，共计可节约

新鲜水资源 74.4万立方米。

彰显特色 让海绵城市成为一张亮丽的名片

“以前遇上下雨天，出门那

可真是‘泥里去土里来’。村道

旁边的排水沟又窄又浅，雨水到

处乱淌那是经常性的事儿。”天

水市秦州区玉泉镇吕家崖村村

民吕翠华说。

作 为 一 名 土 生 土 长 的 本 地

人，吕翠华可谓是村里开展截洪

渠治理的见证者。对于变化，她

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来到吕家崖村，梁梅指着眼

前的截洪渠介绍道，这是秦州区

西十里北侧山洪水综合整治项目

的 一 部 分 ，主 要 位 于 西 十 里 片

区。该渠北侧是西团庄村及

西 十 里 小 学 ，南 侧 是 现

状 山 体 及 张 家 山

村 ，东 侧 是 吕 家

崖 村 ，区 域 内

房 屋 建 设 分

布 零 散 ，主

要 以 边 沟

排水为主。

“这条

截 洪 渠 上

游是土沟断

面，下游是盖

板 渠 断 面 。

雨 水 流 经 吕 家

崖村片区时将汇聚

到一起直接排放。由

于年限久远、设施破损等原

因，不仅雨天积水严重，而且还会

对周边的水体环境造成污染。”负

责西十里北侧山洪水综合整治项

目的施工方负责人孙琦说。

具体改造中，施工方充分践

行海绵城市理念，在拓宽加深截

洪渠的同时，浆砌块石护岸，并

种植各类植物，防止水土流失。

在末端新建了沉砂池，实现“清

水入河”的重要目标。

“雨水流经截洪渠在沉砂池

沉淀变清后，流入藉河支流南沟

河，对强化周边生态涵养功能，

加快水系贯通有着重要作用。”

孙琦说。

“这也让我们‘小雨不积水、

大 雨 不 内 涝 ’的 梦 想 变 成 了 现

实。”一旁的吕翠华补充道。

“对于内涝风险点，我们通

过 强 化 源 头 控 制 、强 化 排 水 能

力、优化排水路径等措施，对症

下药，形成‘一点一策’风险点整

治方案。”梁梅说，在源头减排方

面，对 52 个共 31 万平方米居住

社区开展海绵化改造，对 9 个共

38 万平方米新开发小区下达海

绵管控指标；在过程控制方面，

开 展 16 条 共 9.2 公 里 海 绵 型 道

路、12 公里排水管网改造；在系

统治理方面，在马跑泉公园增加

了 1.2 万立方米的调蓄池，使得

片区 218 万平方米范围内的 3 个

易涝点全部消除。

在 已 经 完 成 海 绵 化 改 造 的

秦州区山水新城规划 1 号路，能

看到已经变成下沉式绿地的绿

化带。负责天水市海绵城市建

设设计的广州创景市政设计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亮表示，雨水降

下时将进入绿地，然后被缓缓吸

收，最终进入底部盲管，不仅让

雨水能得到充分利用，而且能降

低绿地浇洒成本。

李亮说，在山水新城片区的

生态园内还有一个洼塘，在经过

海绵化改造后变成了当地的蓄水

池，不仅实现了雨水收集调蓄功

能，还能满足周边儿童戏水需求。

在天水，像这样“综合全面

低影响”的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还

有很多。天水市全面贯彻海绵

城市建设理念，从水的源头进行

管 理 ，模 拟 雨 水 的 自 然 循 环 过

程，通过雨水花园、人工湿地、植

草沟、透水路面等工程性措施与

政府政策、系统规划、统筹管理、

市场引导、公民教育等非工程性

措 施 相 结 合 ，实 现 了 雨 水 的 净

化、循环和利用。

海绵学校、海绵道路、海绵

小区……随着一个个项目加速

推进，天水市海绵城市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市民尽享海绵城市建

设带来的福利。

品质主导 让市民尽享海绵城市建设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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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城市风貌。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是 一 个 系 统

工程，又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既考验着城市设计建设者的智

慧 ，也 考 验 着 城 市 管 理 者 的 功

力。完善整体设计，制定建设计

划，渐次有序实施……每一步都

牵涉一系列技术、法规、管理等

的调整与平衡。

2021 年 6 月，天水市通过财

政部、住建部、水利部三部委组

织的海绵示范城市竞争性评审，

获得了 2021 年度系统化全域推

进海绵城市示范资格，示范期限

为 2021 年至 2023 年。

天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紧密结合市情实际，扎实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制定出台了《天水

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天水市海绵

城市建设项目管理绩效考核工作

机制》《天水市海绵城市建设施工

图设计审查要点》等制度措施，在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审批、建设管

理、竣工验收等环节全面施行。

为 适 应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新 形

势，天水市政府在原有天水市海

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的 基 础 上 ，成 立 了 以 市 长 为 组

长，分管副市长为副组长，发改、

财政、自然资源、住建、水务等部

门为成员的天水市海绵城市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全市

海绵城市示范项目建设。同时，

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天水市

海绵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统筹谋

划 实 施 海 绵 项 目 ，审 查 技 术 方

案，制定标准规范，组织绩效考

核，开展培训宣传等工作。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工 作 领 导 小

组和海绵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的

正式成立，标志着天水市海绵城

市建设工作有了专门的负责机

构。梁梅说，“我们还从秦州、麦

积两区的住建系统、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和天水建筑设计院

有限公司抽调了 10 名技术骨干，

参与海绵城市项目建设管理，进

一步加强专职技术人员力量。”

在具体建设实施中，天水市

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影响，全力推

进项目建设，通过购买服务的方

式引入第三方技术咨询团队，对

示范期内所有海绵城市建设内

容进行技术审查，政府部门按审

查意见落实监管责任，确保海绵

设施建设指标达标。

天 水 市 十 分 注 重 海 绵 城 市

建设的系统性和示范性，着力打

造 秦 州 区 西 十 里 、天 水 师 范 学

院、岷山厂、麦积区马跑泉公园 4

个重点建设片区。尤其是 2023

年以来，天水市委、市政府领导

先后 13 次对海绵城市建设推进

工作作出具体指导；天水市海绵

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

室先后 17 次召开推进会议；市委

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在听取海

绵城市建设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后，专题研究解决存在的

问题，安排部署重点工

作任务。

“根据《天水市

系统化全域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示

范 城 市 实 施 方

案》，天水市共谋

划实施项目 184

个。截至目前，已

全部开工建设，开工

率为 100.00%。其

中，已建成项目142个，建

成率为77.17%；累计完

成总投资28.40亿元，投资完

成率为 70.63%。”梁 梅 表 示 。 天

水市将继续以“三抓三促”行动

为抓手，集中力量全面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高标准打造一批能够

彰显天水特色、起到示范带动作

用的海绵城市项目，全面提升城

市安全韧性，打造“会呼吸”的海

绵城市。

健全制度 打造“会呼吸”的海绵城市

天水是丰水的，年降水量达到 500 毫

升以上，渭河、藉河穿城而过，是名副其实

的“陇上小江南”；天水又是缺水的，到了少

雨的冬春季，十天半个月也不见一滴雨，农

业靠引水、绿化靠浇灌、吃水靠打井。

既丰水又缺水、既防洪又抗旱。这

道看似有解又相互矛盾的“难题”，成了

天水发展道路上必须解决的“命题”。为

此，天水把海绵城市建设作为战略之举、

长远之计，通过山、城、河多层布局，林、

草、渠立体统筹，谋划建设项目 184 个，

累计完成投资 28.40 亿元，已建成海绵学

校、海绵道路、海绵小区等各类“海绵项

目”140 余个……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雨水留了

下来，流水积蓄起来，水资源活了起来，

生态好了起来，人们也富了起来。海绵

城市建设的背后，是天水市对生态环境

的高度重视，是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也体现着这座以“水”为名的城市兼容并

包、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生态活力和发

展潜力。

【短评】 广纳天上之水

俯瞰天水市一角。

市民在藉河风情线休闲娱乐。

海绵公园让城市更美好。 本版图片由周文涛摄

海绵化改造中的弘文园海绵化改造中的弘文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