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从哪里来？

流向何方？

如何才能“标本兼治”？

“三问”普洱中心城区内涝——

▱记者  周莉芸  王柱云  陈思彤  谢晓燕  彭俊涛

普 洱 ，一 座 被 山 水 环 抱 ，天 蓝 、地
绿、水净、气清的宜居城市。然而，近年
来，普洱中心城区却在暴雨中屡屡受涝。

6月 27日，普洱中心城区遭受五年来
最大单点暴雨侵袭，导致中心城区 19处
积水，南屏镇曼连村降雨量最大，达到了
84.1毫米，南部片区圣安迪大酒店、大昆
曼建材市场、水映林源小区等地附近积水

超过了 60厘米，多辆汽车被淹，给市民生
活造成了极大困扰。与此同时，网络上出
现了诸如“普洱变‘威尼斯’”“汽车成‘游
轮’”“普洱人集体‘听海’”等调侃之声。
城市内涝的症结是管网建设标准太低吗？
究竟该如何破解内涝难题？为此，记者进
行了实地走访调查，探究普洱中心城区的

“水患”之源及其去向。

门前水患频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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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涝治理直接关系到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它既是关乎民
生福祉的重大项目，也是推动城市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

近年来，普洱中心城区在排水防
涝设施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城市
内涝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然而，我
们仍需正视存在的不足，如自然调蓄
空间有限、排水设施更新滞后、应急
管理能力有待提升等。

因此，普洱中心城区的内涝治理
工作应立足长远，着眼全局，秉持科
学规划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针
对性策略。我们应积极学习并借鉴
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同时依
托专业团队的力量，进行深入研讨和
科学论证，以提升水系设计的审美价
值与工程质量的可靠性。

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城市的防
洪排涝体系与生态水系建设，使城市
水系不仅能够有效应对自然灾害，还
能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
通过还景于民、还水于民的举措，持
续提升城市的宜居品质，增强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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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普洱中心城区频遭强降雨侵袭，
城市内涝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此问题不仅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还
严重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深入分析内涝频发的原因，我们发现这是
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道路路基沉降、排水管
道老化、基础设施薄弱、防洪标准不足、山洪防
御缺失及泄洪能力有限等，都是重要原因。

为有效应对内涝挑战，需采取多管齐
下、综合施策的策略。首要任务是加强部门
协同，构建高效的应急响应机制；同时，要兼
顾短期应急与长期规划，推动排水设施的更
新与升级；此外，还需加大资金投入，吸引社
会资本参与，确保治理项目顺利推进；更重
要的是，要科学规划，从源头治理，融入“海
绵城市”理念，提升城市的雨水管理能力。

城市内涝治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需要政府、企业与市民的共同努力。由
于历史、地理、规划及建设等多方面因素的
制约，治理过程将充满挑战，初期效果可能
并不显著，部分区域甚至可能反复出现内
涝。在此，我们呼吁市民给予更多的耐心、
包容与理解，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政
府部门将以更坚定的决心、更科学的规划、
更有力的措施，不断推进内涝治理工作，共
同创造一个既能抵御自然灾害，又能引领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未来。

记者记者手记

城市内涝治理
需久久为功

（（记者记者    周思雨周思雨    绘绘））

“水”从哪里来？一问

为探明内涝根源，记者走访了思
茅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该局副局长
李文俊指出两大原因：一是主城区群
山环绕，雨水易入城；二是河道泄洪能
力不足，城区的主要排水为八条思茅
河支流，而目前出现严重易涝点位附
近的曼连河和老杨箐河部分河道变成

了暗河，河道泄洪能力降低，加之该河
道位置低，一旦降雨量超过 50毫米时，
就会出现河水倒灌，造成圣安迪大酒
店、大昆曼建材市场、水映林源小区等
区域的积水。

此外，城市快速扩张中规划滞后、
生态环境变化、硬化路面增多等因素，

也削弱了水体的自然受纳能力。记者
从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
自 2005年以来，中心城区面积扩大了 6
倍，鱼塘、农田等天然水体消失，城市
泄洪排涝更依赖管网和河道，而地下
管网建设相对滞后，改造难度大。

“水”流向何方？二问

为有效防止山水涌入城市，普洱市水
务公司在雨季前后，均对周边泄洪干渠实
施定期巡查与清理工作。在梅子湖左干
渠现场，记者看到水务工人正紧锣密鼓地
进行清淤作业。据普洱市水务公司副总
经理罗云华介绍，此干渠作为阻挡南部山
水入城的关键泄洪路径，雨季时易遭淤泥
堵塞，因此定期巡查与清淤至关重要。清
理后，干渠行洪能力显著提升，山水得以
顺畅流向野鸭湖，有效发挥了拦阻作用。

在南屏路积水直排思茅河管道施工
区，路面开挖作业正有序进行。据悉，此
处将铺设两根直径 1.5米的雨水管，全长

达 980米，自思茅河口延伸至曼连村。项
目竣工后，曼连村片区的雨水将不再排入
曼连河，而是直接通过此管道汇入思茅
河，从而减轻曼连河的泄洪负担。“项目预
计于今年 12月完成，将有效缓解曼连河因
河床低洼导致的河水倒灌问题，是一项高
效的工程性措施。”罗云华表示。

近年来，普洱中心城区已新建及改造
市 政 雨 污 管 网 约 18公 里 ，整 治 易 涝 点 7
处，检查井 892口，纠正错混节点 664处，
并整改了 450余处市政管网的错接混接问
题。经工程性措施改造，主城区易涝点数
量由 35个减少至 18个。

普洱中心城区内涝成因复杂，治理需
持之以恒。工程性措施虽能快速缓解问
题，但长远规划与治本之策同样关键。普
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空间规划中心主
任罗军指出：“为平衡发展与治理，普洱市
自 2016年起便规划‘海绵城市’建设，旨在
减少城市开发对自然水文及水生态的破
坏，实现吸水、渗水、净水功能，并在需要
时加以利用。然而，‘海绵城市’建设涵盖
生态修复、河道管网建设及小区微改造等
多方面，是项系统工程，需要时间积累以
实现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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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了解今年暴雨对普洱中
心城区的影响，记者深入内涝最严
重的区域。在南部区大昆曼建材市
场 地 基 下 沉 路 段 ，积 水 深 达 60 厘
米，多辆汽车被困，在多方帮助下才
得以脱困。水映林源小区与市民政
局 路 口 ，商 家 门 口 堆 满 防 洪 沙 袋 。
商家诉苦：“这里年年淹，设备都受
损 了 。 大 雨 一 来 ，曼 连 河 水 就 倒
灌。”

在北部区普洱文化中心，尽管
地下车库已排空积水，但积水浸泡
的 痕 迹 犹 存 ：大 门 破 损、地 下 室 积
水、电力系统瘫痪、博物馆闭馆……
工作人员透露，文化中心背后原是
一片低洼空地，水在此处汇合流入
思茅河，所以以往少有水患。但近
年来，空地开发，地基抬高，而排水
通道狭窄，加之管道堵塞，导致内涝
频发。记者看到，该区域大部分地
基已经被抬高了 3至 4米，而总的排
水通道只是一条 1—2米宽的水沟，
加之不断增多的排水管汇入此沟，
已超出排水沟的承载能力，暴雨时，
内部管道堵塞叠加外部通道排水不
畅，引发这一区域内涝。

城市内涝治理，既为系统工程，亦属长期
任务。面对严峻的内涝挑战，普洱市委、市政
府秉持“标本兼治、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序
推进”的方针，正加速构建包含“源头减排、管
网排放、蓄排并施、超标应急”的综合排水防
涝体系。同时，推动区域流域治理、防洪能力
提升、排水通道与管网建设、信息化平台建设
等工作齐头并进。

作为普洱中心城区的行政核心，思茅区
直面内涝挑战，积极应对。结合区域特点，采
取系统规划与综合治理相结合的方式，精心
策划了一系列既注重短期成效又兼顾长远目
标的治理举措，以空前力度和坚定决心推进
内涝治理战役。

近期，思茅区聚焦主城区易涝点开展重
点整改：一是深化河道整治，
清理障碍，改造老杨箐河下
游老式拱桥，增强行洪与排
水能力，防止倒灌。二是加
速疏通梅子湖左干渠，将茶
山片区山洪水引入野鸭湖错
峰调蓄，减少入城水量。三
是加速完成内涝治理二期工
程，新建雨水管道，承接曼连
村区域的雨水，同时在公园
一号小区门口易涝点新建口
径 1.5米雨水管道，收集路面
雨水，沿南屏路引入思茅河，
缓解区域内涝。四是持续维
护防洪排水管网，重点排查
整治 34个易涝点周边管道
破损、淤堵及错接混接等问
题，确保排水畅通。

长远来看，思茅区将依据气象、土壤等条
件，通过“提高排水标准”与“综合性解决方
案”，融合蓄、滞、渗、净、用、排等手段，完善城
市排水防涝体系。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实施
区域流域治理，修复生态基础设施。开展思
茅河及八条支流生态基础修复工作，增加天
然雨洪通道、滞蓄空间，构建连续、完整的生
态基础设施，充分发挥生态本底的径流控制
作用。二是实施防洪提升工程。实施河道防
洪改造，逐步达到主城区河道 30年一遇、组
团 20年一遇的内涝防洪标准。三是构建道
路径流行泄通道。利用次要道路、绿地、植草
沟等构建雨洪行泄通道，提升对超标雨水的
应对能力。四是加强管网配套，提升管渠设
计标准。以 34个易涝点为中心，片区联通管
线新建、改造工作，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提升
至 5年一遇。五是构建信息化平台，实现排
水管渠智能化管理，并建立长效运维机制。
建立完善城市排水管渠地理信息系统，实现
排水管渠信息化、账册化管理，并逐步建立以
5—10年为周期的长效运维保障机制。

思茅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刘永麟表示：“面
对内涝，我们勇于担当，积极解决，虽成效初
显但仍需努力。恳请社会各界给予更多耐
心、理解和支持。我们相信，通过共同努力，
定能逐步解决内涝问题，为市民创造更加宜
居的城市环境。”

普洱中心城区内涝问题的解决需政府、
市民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采取科学规划、高
效管理、持续努力与综合施策等措施。携手
并进之下，普洱中心城区定能克服内涝难题，
稳步迈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如何才能“标本兼治”？三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