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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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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善用“外脑智慧”，融合本地经验。我市聘请中规院（北京）规划设

计有限公司作为技术咨询单位，从项目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运维
全过程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涵盖方案、可研、初设、施工图各个阶段。

团体一杆枪，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真正实现了优势互
补、沟通无障碍，实现项目管理有章法、推进有效率、质量有保障。

市域一体高效协同，系统化建设推进格局不断构建。
2021年9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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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厘清了总思路，让我市海绵城市建设有章可循、有序推进。

“一纲六目”总体工作目标——
以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示范城市建设为总纲，重点实施生态

修复、防洪排涝、水环境治理、水资源利用、城市更新、工业基地建
设六大类工程项目，同步强化能力建设。

“一核心六大骨架三十二分区”总思路——
以漳泽湖为核心，浊漳南源、石子河、黑水河、南护城河、东防洪

渠、壁头河6个子流域为骨架，细分32个排水分区，分区系统推进。
全市四区八县及长治高新区、长治经开区管委会明确工作目

标任务，夯实工作要求，落实部门职责，确保海绵城市建设“形成
一套顶层设计、建设一批精品项目、探索一套推广机制”。

谋划高瞻远瞩，举措扎实有力。长治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不断为城市向绿、向新、向美攀登发展提供强劲动能。

“一张网”: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示范项目建设亮点
频出

城市魅力因海绵而彰显，城市治理因海绵而科学。
近年来，我市以开展示范项目建设为抓手，着力打造源头有

效减排-中途过程转输-末端系统调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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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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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蕴含大奥妙的“海绵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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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花园收集调蓄雨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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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区居民魏丽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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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实施世纪春天、圣鑫园等海绵示范项目，昶龙壹号
院、活力城 C 等新建住宅小区按照海绵化要求高标准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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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兆海绵口袋公园、潞阳门路生态停车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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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持续推进
道路雨污分流改造，实施长兴路、紫金东西街、西大街、清华街等
道路雨污分流改造，建成延安路、站前路两座雨水泵站，构建形
成太行北路、西大街等涝水行泄通道，通过“中海绵”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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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能力大大提高。家住清华街沿线的牛长乐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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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统筹流域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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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东，荒山披绿装、矿坑变公园——
实施老顶山生态修复项目，修复破损山体，建设景观

海绵设施，上层雨水有引导、下层雨水能贮存，上
层林木森森、下层风景宜人，增强了山体雨水涵

养能力，曾经的“城市伤疤”也成为苍翠的郊
野游园。

科普宣传

鸟儿翩飞

诗意栖居诗意栖居

海绵城市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绿意空间

城西，水清岸绿、河畅景美——
漳泽湖东岸通过村庄污水整治、水系提升，以及建设生态停

车场、净化湿地、雨水调节塘、生态驳岸等，水生态环境不断提升，
雨水资源得到高效利用，海绵城市集中连片示范效应凸显。

中城，清水长流、活水绕城——
对石子河、黑水河、浊漳南源等河流及其上游开展综合治

理，大力推进老顶山冲沟及壁头河、神农湖综合治理项目，通
过水系梳理、底泥清淤、潜流湿地等，打造联系老顶山与漳泽
湖的生态纽带。

7 类、103 个项目，涉及建筑与社区、道路广场、公园绿地、
水系、管网及泵站等，开完工率达100%。

从城市游园到河系治理、从主干道到街头巷尾、从公园绿
地到社区小区，每一个角落都因海绵城市建设发生着变化，整
座城市在“海绵细胞”的加持下，呼吸吐纳自如。

“一中心”:以人为本、共建共享，绿色宜居之城展
露新姿

东城山色西城水，一城风光半城绿。
夏日悠悠，林荫郁郁。每到周末，家住潞州区望湖路泽馨

苑小区的李建总要和家人到小区附近的漳泽湖国家城市湿地
公园散散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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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美丽了。”

海绵城市建设的初衷是为了给人民群众提供更有品质的
生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我市海绵城市建设的持续推
进和实施中愈加清晰。

一块块透水砖、一道道植草沟、一段段生态堤岸……如
今，我市城市品质不断提升，一座山清水秀、绿色宜居的魅力
之城正展露新姿。

居更安——
连通循环城区水体，打造城市“大海绵”，我市城市安全韧

性水平全面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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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后运营维护管理，实现城市8处内涝积
水点100%消除，建成区内涝防治标准达到30年一遇。

通过对石子河、黑水河、南护城河、东防洪渠系统整治，河
道达到50年一遇防洪标准，防洪安全屏障进一步筑牢，城市应
对洪涝灾害能力大幅增强，为人民群众的安全“加码”。

水更清——
将水留下来、让水清起来、把水用起来。结合黑臭水体治

理示范城市建设，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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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区唯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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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雨水资源利用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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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更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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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天然水域面积提升至 175.7 公顷，占比
达 到 2.35% 。 总 透 水 面 积 达 到 33.87 平 方 千 米 ，占 比 达 到
45.3%，生态环境持续变好，城市更宜居，人民更幸福。

执执““绿色绿色””之笔之笔，，润生态之城润生态之城。。海绵城市建设的背后海绵城市建设的背后，，是我是我
市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市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是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是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也体现也体现
着这座城市兼容并包着这座城市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生态活力和发展海纳百川的生态活力和发展
潜力潜力。。

看今朝看今朝，，长治向着更韧性长治向着更韧性、、更宜居的品质之城迈进更宜居的品质之城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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