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语 海绵城市建设，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缓解城市内涝、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等具有重要意义。3月1日，《金华

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海绵城市建设管理从“有章可循”到“有法可依”，正式纳入了制度化、法治

化轨道。今日起，本报推出“身边的海绵城市”系列报道，通过记者实地探访，展示我市在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方面的思路举措、亮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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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喝水”而且“会呼吸”
记者带你探访优秀海绵城市项目背后的奥妙

除了结合新建项目因地制宜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我市还在老

旧小区等地，以点带面，致力于构

建健康完善的城市水生态系统。

老旧小区改造低影响开发建

设是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部分。

据介绍，我市海绵城市建设改造主

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整体改造条

件较好，可以以海绵城市改造为导

向的小区；另一类是整体改造条件

一般或较差，在进行海绵城市改造

时需要因地制宜，以突出问题为导

向的小区。

公安邮电小区位于酥溪流域，

东至东塔路，南靠卫星路，北接东

库 街 ，建 于 1997 年 ，占 地 面 积

33860平方米，建筑密度32.5%，绿

地率10.5%。

曾经，该小区雨天道路积水难

排，附近居民常有怨言，同时小区

内水泥砼路面破损严重，雨水管

存 在 不 同 程 度 的 锈 蚀 、漏 水 现

象。2023 年 6 月，了解居民改造

需求后，施工队进场施工。经过

半年的改造，小区的整体环境焕

然一新。

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

目坚持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地块

内设计了低影响开发设施，如透水

铺装、下凹式绿地、雨水回用设施

等。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雨

水收集后进入低影响开发设施，降

低产生内涝的概率，优化降雨径流

模式。

走进小区，放眼望去，比较集

中的绿化已经改造为生态旱溪、

下凹绿地，最大限度发挥消纳雨

水的作用。分散在住宅和道路周

边的绿地改造为植草沟，最大限

度发挥收集、转输屋面及道路径

流雨水的作用。同时，考虑到绿

地高程如果高于道路高程，引起

绿地无法接收道路雨水、落叶和

泥土堵塞雨水篦子等问题，项目

团队十分注重绿地与周围道路的

衔接关系，结合低影响开发设施

建设，同步进行了微地形修整，实

现绿地对道路雨水的收集与净化

作用。

“除道路外，透水停车位下面

做了透水盲管，从孔里渗下去后，

可直接流入雨水井。收集的雨水

还可以进行浇灌，雨水大的时候，

也可以增加收集量，降低小区发生

内涝的概率。”施工单位项目负责

人胡杨武表示，海绵城市建设解决

了小区内部涉水问题，有效削减面

源污染、节约水资源，让整个小区

更好地适应天气变化带来的自然

灾害影响，做到“小雨不积水，大雨

不内涝，水体不黑臭”，保护和改善

了小区生态环境，打造了一个会

“呼吸”的小区。

“海绵”一收一放间，城市“会呼吸”，安全“有韧性”。
近年来，我市全面开展“五水共治”碧水行动，不仅在系统推进排水防涝网建设上“多点开花”，同时将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融入

建设项目，建立良性雨水回收系统，提升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弹性适应环境变化、应对自然灾害。
日前，浙江省2023年海绵城市示范性工程项目清单及金华市首批15个市级海绵城市建设优秀项目相继公布，我市公安邮

电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和永康五金技师学院建设工程（一期）双双入选，为我市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提供了样本。3月21日，记者走
进公安邮电小区和永康五金技师学院，探访这两个不仅“能喝水”、而且“会呼吸”的海绵城市项目背后的奥妙。

连日来，永康五金技师学院二

期 工 程 建 设 正 在 如 火 如 荼 地 进

行。在已经完工的一期工程中，记

者注意到，这里除了一座座拔地而

起的单体建筑外，涉及海绵城市建

设的排水设计也是该工程的一个

特色亮点。

“新校园虽然才启用半年多，

但已经经历了一次雨季的考验，

没有出现老校园的内涝问题。”永

康五金技师学院党委委员田雪萌

说。记者看到，为了更充分利用

水资源，该校通过在环路上建设

下凹式绿地，以此积蓄、下渗自身

和周边径流雨水。同时，绿地内

搭配种植半水生植物，不仅能在

“面”上承接更多的雨水，还能通

过植物、沙土的综合作用使雨水

得到净化，并使之逐渐渗入土壤，

涵养地下水源。此外，该校还在

校园天井等易积水地带铺贴透水

砖，达到调蓄雨水、防治内涝的目

的。

永康五金技师学院位于横一

路以南、九鼎路以北，毗邻永康职

业技术学院，总占地面积约 581

亩。由于附近可以引用的水系较

少，该校在设计之初就引入了海绵

城市理念。一期工程绿化比例为

30% ，二 期 工 程 绿 化 比 例 将 达

35%，由地面或者屋顶汇聚进入集

水管的雨水也可以成为校园景观

用水。

“这些收集的雨水大部分流

入校园的人工湖。在枯水期，雨

水可以用来浇灌绿植，以达到环

保节水的目的。针对雨水旺季，

我们设计了一个可以自动升降的

活链，当人工湖蓄水量超过一定

的标高时，打开它还可以让多余

的水直接排到远处的小北溪。”田

雪萌说。

公安邮电小区：
以问题为导向 低影响开发 综合性改造

永康五金技师学院建设工程（一期）：
以目标为导向 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

《金华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海绵城市，

是指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通过

规划建设管控，保护和利用自然生态空

间，发挥建筑、道路、绿地、水系等对雨

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

雨水径流，具备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

然净化功能的城市。

《金华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的实施意见》对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提出了明确要求：各县（市、区）新建（改

建、扩建）的建筑小区、道路广场、公园

绿地、河湖水系等项目要全面落实海绵

城市建设要求；其他项目也要落实海绵

城市建设理念。同时，对各县（市、区）

海绵城市建设目标予以明确，其中对我

市的要求具体为：到 2024 年底，永康市

建成区50%以上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

要求；到 2025 年底，永康市建成区 55%

以上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到

2030 年底，永康市建成区 80%以上面积

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海绵城市建设综合采取“渗、滞、蓄、

净、用、排”等低影响开发建设措施，聚焦解

决城市防洪排涝问题，推进治水理念从“末

端治理”向“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

理”转变，治水措施从“以工程措施为主”向

“生态措施与工程措施相融合”转变。

近年来，我市系统化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截至去年底，建成区范围内达到

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面积为 17.97 平方

公里，累计完成比例44.8%。

延伸阅读

什么是海绵城市

身边的海绵城市S

上图：人工湖可收

集大部分雨水

右图：雨水花园让

雨水得到净化

上图：微地形

修整

右图：透水停

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