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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打造一座会呼吸的城市

———看山西长治如何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全域谋划，统筹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提速加力

鹭鸟翩飞、芦花摇曳、栈道蜿蜒、水

光潋滟……秋天的长治市漳泽湖国家城

市湿地公园风光旖旎，移步换景皆是大

自然的诗情画意。

附近居民王鹏惬意地对记者说：

“我们每天都到这里散步，一年四季有

花有景，各种鸟儿飞来飞去，湿地公园

究竟有多少种花卉植物， 我们数也数

不清。 ”

作为黄河重点生态区燕山—太行

山区水源涵养与水土 保 持 生 态 功 能

区、海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长治地

跨海河、黄河两大流域。“一湖两河三

泉” 赋予长治隽永灵动的气韵和昂扬

勃发的生机。

如何做好修山治水兴水大文章，如

何让城市更具“弹性”与韧性？

长治市把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作为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具体实践，倾注“工匠”

精神，下足“绣花”功夫，在建设海绵城

市上奋力落笔。

市委、 市政府重组海绵城市建设

工作领导组，住建、发改、财政、规划和

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主要

负责人为成员， 研究制定长治市海绵

城市建设政策、年度计划、考核办法 ，

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抽

调核心部门精干力量集中办公， 统筹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逐步构建起“领导

组 + 海绵办 + 海绵科 + 海绵中心 ”四

级管理机制，横向联动、纵向延伸 ，实

施全域管控。

2021 年 9 月 ， 长治市在全国率先

印发 《长治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

市示范城市建设 2021— 2023 年行动计

划》，明确了总体工作目标 、厘清了工

作思路和推进策略 。 聘请中规院 （北

京）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作为技术咨询

单位 ， 编制完成海绵示范城市建设实

施方案，指导全市示范城市建设。 同步

组织开展了海绵城市、 排水防涝等 6

个专项规划修编 ，完成初期雨水特性、

土壤特性等 9 项海绵城市课题研究，

编制了海绵城市建设导则 、指南 、图集

等 10 项标准规范。

为强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长治市

不断完善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体

系。 2023 年 4 月，颁布施行了《长治市海

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要求所有新 、

改、扩建项目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

念，建立了从项目立项、设计、施工、验

收 、 运维等各环节全生命周期管控制

度，并全面落实。

全市四区八县及长治高新区、 长治

经开区管委会也分别成立领导机构，落

实部门职责，明确工作目标任务 ，系统

化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均形成一套顶层

设计和推进机制，建成一批精品项目。

整座城市向绿、 向新、 向美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能。

打造示范项目，建成示范片

区，形成特色鲜明的长治模式

颜色鲜亮的透水铺装、植物丰富的

雨水花园、 清澈见底的人工湖……行走

在潞州区世纪春天小区，“海绵”元素随

处可见，不仅让小区焕发新光彩 ，也让

居民生活环境发生大变样。

“现在下雨天道路基本没有积水，透

水砖在下雨天会‘喝水’，雨水花园则可

以把雨水收集起来， 经过净化进入人工

湖，最后用于绿化浇灌，雨水真正被循环

利用。 ”小区居民魏丽笑着对记者说。

近年来，长治市以开展示范项目建

设为抓手，着力打造地上地下相互耦合

的海绵城市典型片区，让海绵城市建设

从“纸上蓝图 ”变成群众触手可及的幸

福生活。

长治市把海绵城市建设与城市更

新相结合， 加快既有社区海绵化改造，

新建住宅小区按照海绵城市要求高标

准设计和建设，达到海绵建设与景观绿

化有机融合。 同时，充分利用街头绿地，

建设海绵口袋公园、 生态停车场等，一

个个“海绵细胞 ”推动实现雨水慢排缓

释、源头减排效果。

过程转输是减少溢流混流污水的重

要方式。 长治市持续推进道路雨污分流

改造，构建形成太行北路 、西大街等涝

水行泄通道，基本实现主城区石子河北

岸区域主干支道路雨污分流，城市排水

系统进一步完善， 排水能力大大提高。

家住清华街沿线的居民牛长乐说：“以

前道路坑洼不平， 一遇大雨就积水，改

造后道路更干净，出行环境更好了。 ”

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长

治市统筹流域区域、 城市多个层级，疏

通河湖水系，充分利用城市及周边坑塘

洼地、大型公园绿地，实施集中调蓄，调

蓄涝水、净化雨水、旱季回用。

截至目前， 长治市海绵城市建设共

实施工程项目 102 个， 总投资 42 亿元，

涉及建筑与社区、道路广场、公园绿地、

水系、 管网及泵站等， 开工率达 100%。

其中完工项目 98 个、 在建项目 4 个，完

成海绵城市建设投资 40.9 亿元。

在“海绵细胞”的加持下，整座城市

呼吸吐纳自如。

以人为本，共建共享，绿色

宜居之城展露新姿

10 月 19 日，周末，家住潞州区的李

建和家人到小区附近的漳泽湖国家城市

湿地公园散步。“公园步道脚感舒适，雨

后没有积水，植被绿化布局美观，咱们城

市建得越来越舒适、越来越漂亮了。 ”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在长治市海

绵城市建设的持续推进和实施中愈加

清晰。

通过系统的工程治理、 完善的管控

制度以及专业的汛前、汛中应急调度和

汛后运维管理，城市内涝标准基本达到

30 年一遇，内涝积水点 100%消除。 通过

对石子河、黑水河、南护城河、东防洪渠

系统整治， 城市防洪标准达到 50 年一

遇，防洪安全屏障进一步筑牢。

结合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建设，

长治市按照实施方案要求 ， 统筹上下

游、左右岸，系统治理，全面消除主城区

21.34 公里黑臭水体，健全管控机制，实

现长治久清。 管控断面水质 100%达标，

建成区北寨国考断面水质由地表水Ⅴ

类提升至Ⅳ类。

将雨水资源利用作为刚性指标，全

面落实源头、末端全过程雨水利用设施

建设，年雨水资源利用量达 96.2 万立方

米。 推进再生水企业应用尽用，河道补

水使用再生水，实现年再生水利用量达

3351 万立方米， 利用率达 40.9%， 城市

水资源短缺问题得到大幅缓解。

在海绵城市建设中坚持绿色优先、

灰绿结合 ， 城市自然生态空间逐年增

加，城市天然水域面积占比达到 2.35%，

总透水面积占比达到 45.3%， 生态环境

持续变好，城市更宜居，人民更幸福。

长治市建立健全生命周期管控体

制机制，把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融入城市

规划建设全过程，打造形成各类型海绵

示范项目 ， 建成集中连片海绵示范片

区，已形成特色鲜明的“点线面综合施

策，山水林湖草统筹治理 ，建管养护齐

头并进”的长治模式和“以管促建，以建

带产，产城融合”长治经验。

今年 5 月 2 日，长治市统筹推进机

制和绩效考核机制被列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机制清单。

留住水、利用水，让水与城市细胞

紧紧相拥 ，长治向着更韧性、更宜居的

品质之城迈进！ （据《山西日报 》）

长治市漳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资料图片

风景如画的长治市潞州区。 资料图片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今年 9 月底，中央财政海绵城市建设示范补助资金 2023 年绩效评价结果公布，山西省长治市成为全国两个连续 3

年获得国家三部委资金绩效 A 档评价的城市之一，持续引领海绵城市建设。

在 2013 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提升城市排水系统时要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

留下来，优先考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

长治市自 2021 年申报国家首批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以来， 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太行山水名城、

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生态文化旅居目的地目标，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坚持源头减排、过程转输、末端系统

调蓄，大力实施示范项目建设，不断改善城市水环境、修复城市水生态、涵养城市水资源、提高城市水安全，打造人水和

谐、水城共融的生态宜居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