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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7_83_AD_

E7_82_B9_E6_97_B6_E8_c24_645944.htm 对于城市内涝，需要

超越一时效果、短期责任，进行长期规划，承担长远责任 “

城市看海”，成了今夏网络流行语。7月26日，“海景”再现

：暴雨造成石家庄、郑州等多个城市内涝。住建部调查显示

，2008年2010年全国62%的城市发生过城市内涝。 客观看来，

这与极端天气增多、城市排水管网标准明显偏低有关。由于

长期投入不足、历史欠账较多，我国城市排水管网的建设明

显滞后于城市化进程。许多城市排水沟渠、管网、泵站等规

划不尽合理，排水体系不科学，规模偏小。目前，省会以上

城市的排水标准一般只有一年一遇到两年一遇，其它城市的

排水标准更低。 与“地下的欠账”相对的，是“地上的增长

”。近年来，城市发展快马加鞭，投入不断增多、规模不断

扩大，楼越修越高、路越修越宽、广场越修越大。在这样的

情况下，内涝显然难以仅仅归结为“技术”问题。 很多城市

也在努力解决这一顽疾。然而，积水点改造、管网更新等，

却成效有限。如郑州，去年该市市长曾因内涝问题公开道歉

，之后开展了积水点改造工程。今夏的大雨中，已改造完工

的积水点却仍难以承受大雨的袭击。 对于城市的“血管”，

采用“打补丁”的方式，“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难以见

效。对于城市内涝，需要超越一时效果、短期责任，转变城

市规划建设理念，强化公共管理和应急机制，进行更长期的

规划、承担更长远的责任。 另一方面，城市内涝是“系统性

疾病”，涉及规划、交通、水利、气象等诸多部门。只有建



立一套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才能形成合力。而要把排水蓄

水结合起来，要有更多的资金、技术投入，同样离不开具体

执行部门的通力协作。这些，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观念问

题、制度问题。 值得深思的是武汉的做法。21日，该市纪委

发出通报，对主要责任人进行问责：市水务局长被行政警告

，副局长被免职。 这样的问责，某种程度上抓住了城市内涝

的症结。地下建设滞后，归根结底还在于城市管理者急功近

利的政绩观。如果更关注任期内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更在

乎能带来升迁的经济发展数据大幅增长，对于看不见的“隐

形工程”，自然难以“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大力解决”。 

在破解城市内涝顽疾的道路上，或许最缺的不是资金和技术

，而是那颗为城市繁荣、民众福祉深谋远虑的责任心。政绩

观的转变，同样需要制度推动，改变唯GDP的考核方式，让

做好地下管网这样的“隐形工程”变成“显性政绩”，才能

给城市管理者的政绩冲动找到合理的出口。 “下水道是城市

的良心”，100多年后的今天，雨果的这句名言仍有着现实的

意义。经过暴雨洗礼，各地可能会掀起地下管网改造热潮。

但是，只有本着“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观念，本着对公众

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才能从小打小敲走向标本兼治，

真正做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相关推荐： #0000ff>热

点时评：规范烟包标识须有控烟执行力 #0000ff>热点时评：

给自行车留条道并不难 #0000ff>热点时评：“院士富豪”怎

么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