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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全村铺设的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系

统，也可为村内绿化等提供水源。

玉溪成为全省首个
国家级试点城市

今年 4月，玉溪在 2016年国家海

绵城市试点竞争性评审中，以第4名的

成绩成为全国 14 个海绵城市试点之

一。成为国家级试点城市后，玉溪可

连续三年每年获中央财政给予的专项

资金补助4亿元，这些资金将用于海绵

型建筑与小区类、海绵型道路与广场

类、海绵型公园与绿地类等七大类共

199个项目的建设。

玉溪市规划局局长董金柱介绍，

目前，玉溪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有山

水佳园小区、聂耳东路以及玉湖片

区，面积约2.1平方公里。玉湖片区作

为汇水片区已基本实现了“小雨不积

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

效应有缓解”的海绵城市要求。

按照玉溪市海绵城市建设规划，

将以“水生态良好、水安全保障、水

环境改善、水景观优美、水文化丰

富”为目标，系统发力，建设河畅岸

绿、人水和谐、生态宜居、高原特色

的海绵玉溪。到 2020年，城市建成区

30%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

求；到 2030年，城市建成区 80%以上

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让市民享受海绵城市
建设的“红利”

“随着海绵城市的建设，未来市民

小雨天走在城市道路上不会湿鞋，大

雨天不用看“海”；城市里小绿地越来

越多，水体不再会黑臭。在这里生

活，天蓝水清，城市空气湿润。”董金

柱认为，海绵城市建设不仅是一项系

统的工程实践，更是城市规划、建设

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宝贵契机。

玉溪市属于较为缺水的城市，资

源性缺水、水质性缺水、工程性缺水

并存。董金柱介绍，通过海绵城市建

设，可以有效解决试点区内的水资源

紧缺、雨水径流面源污染、洪涝多发

易发等突出问题。可加大对城市径流

雨水源头减排的刚性约束，优先利用

自然排水系统，充分发挥城市绿地、

道路、水系等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

缓释作用，使城市开发建设后的水文

特征接近开发前。

海绵城市建设还能有效缓解城市

内涝，使玉溪中心城区每年将减少洪

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6500万元以上；

提高雨水利用效率，节约水资源，试

点区内每年至少可收集约 1133万立方

米雨水，可节省用水成本 5300万元；

削减城市径流污染负荷，年固体悬浮

物 （SS） 总量去除率可达 60%，城市

面源污染基本得到控制。城市生态环

境得以改善，地下水位逐步得到恢

复，土地升值 30%以上，届时试点区

范围内 20万人将直接受益，试点区范

围外的10万人口间接受益。

董金柱介绍，玉溪市将通过海绵

城市建设试点，努力建成高原湖泊地

区“山·城·湖”海绵城市规划建设

样板示范区，积极探索海绵城市专项

规划研究、多规合一、控规动态维护

一张图等城市规划新理念，引领和带

动一批西部高原山地中小城市开启海

绵城市建设模式，在生态敏感地区形

成一种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专家把脉：应出台投入产出政策

“空间规划控制性指标多，生态控

制的指标少。”尽管目前我省在海绵城

市建设方面已取得不少成效，但在省

政协委员、玉溪市工商联主席郭开堂

看来，当前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还存在

众多突出的问题，如认识不足、城市

规划中轻生态要素及政策支撑不足

等。海绵城市建设的受益者是大众，

建设主体得到的直接收益很少，要认

真研究出台可持续的投入产出政策。

“资金投向雨水绿色源头减排调

蓄设施，可减少对地下灰色管网排放

系统的需求和建设资金压力。在棚

改、城乡危改、旧城改造时按海绵城

市要求与景观、园林的设计进行结

合，可提高城市的品质和价值。”郭

开堂提出。

他建议，建设海绵城市应做好全

局战略规划，从法律体系、财税政

策、管理机制、技术与产业体系、人

才培养、公众参与等环节综合考虑实

施，科学规划，技术与产业体系、人

才培养、公众参与等环节综合考虑实

施，合理建设排蓄工程设施。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子强认

为，“海绵城市”建设关系到城市长远

可持续发展，也是对城市文明进程的

考验，对于这样一个综合建设体系，

需要全民动员、政府主导、长远规

划、细密思考，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

索海绵城市的建设途径。他举例说，

目前国外很多城市在硬化路面时，注

重采用新材料以确保能自然渗水，甚

至在城市管道系统中采取分管道建

设，虽然成本高，但是从长远看这是

城市生态和谐发展的必经之路。

本刊记者 袁海毅■

云南建海绵城市分4步走

2016年1月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

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实施意

见》发布，要求今年将编制完成与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海

绵城市建设 3 年滚动规划和年度建

设计划，在城市新区、各类园区、

成片开发区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全

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2017年

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大

理州、丽江市等省级海绵城市先行

先试建设取得成效，70%的降雨实现

就地消纳和利用，做到小雨不积

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

岛效应有缓解，并积极争取纳入国

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2020年

全省所有城市建成区 20%以上

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标准要求。

2030年

全省所有城市建成区 80%以上

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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