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系保障体系保障 强化顶层设计强化顶层设计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领域广、学
科杂、部门多。银川市全方位贯彻“四水四定”原则，实施

“源头优先、洪涝统筹、污涝同治、量质兼顾”的系统化治理
策略，通过高质量推进，建立了全流程管控的海绵城市建设
管理长效机制，有力保障了海绵城市建设进程。

高位推进，强化组织保障。自入选为全国系统化全域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后，银川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把海绵城市建设作为“一号城建工程”，在顶层设计上率
先破题，第一时间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19个职能部门为成
员的银川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总体统筹、高位推
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各区县建立了独立的海绵领导小
组，与市级层面形成横向协同，实现上下互动、部门协作、共
同努力、共同应对的高效工作模式。同时出台了海绵领导
小组联络、联席会议工作机制，保障各级各部门明晰工作职
责，协同工作步调，信息互联互通。坚持把海绵城市建设纳
入政府目标考核体系，并作为巡查和跟踪督办的重要内容

统筹推进。市领导小组会议多次专题听取海绵城市建设推
进情况，调度部署重点工作，对规划编制、项目建设、绩效评
价、问题整改等工作进行深入研究、督导调度，确保海绵建
设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

建章立制，强化流程管控。先后制定印发了《关于切实
做好建设项目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管控要求等事项的通知》
《银川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审查流程（试
行）》《关于将海绵城市专项技术审查纳入总图联审的通知》
《关于加强海绵城市建设内容监督管理的通知》等7项制度
文件，修编了《银川市海绵城市建设设计导则》《银川市海绵
城市建设标准图集》等6项技术标准，形成了推动海绵城市
规划、设计、建设、运维全过程管控的技术标准和制度保障。

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严格落实管控制度和技术标

准，积极开展海绵专项审查、巡查和总图联审，对全市所有
建设项目严把技术审查关。同时紧盯海绵城市示范市建设
目标，对重点项目责任单位采取督办提醒。通过主动靠前
服务、“店小二式”服务，督导海绵城市相关技术指标和工程
措施的落实，全力保障海绵城市建设的质量和效果，确保按
期完成示范市建设任务。

人才驱动，强化技术支撑。组建了103人的海绵城市建
设指导专家库，引导海绵城市建设领域行业优秀人才加入，
充分发挥专家的专业优势，对项目方案设计、审查、施工、验
收等海绵城市建设全过程进行技术把关，开展《内涝成因溯
源及综合管控体系研究》等7项课题的研究攻关，深入研究
银川市内涝风险管控、合流溢流污染控制和雨水资源利用
等与雨水有关的变化规律与运行机理，探索具有银川特色
的海绵城市建设技术路径，确保海绵城市建设工程项目的
设计水平和建设质量，为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示范城市建
设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路虽远，行则将至。
2022年至2023年，银川市以“+海绵”疏通城市经络，在

全市进行基础设施“大升级”，把“海绵体”植入公园、铺进校
园，让深邃蓝、护眼绿、格调灰成为银川城的“标准色”。

两年来，银川市总投资约43亿元，共谋划实施了西夏区
南部片区调蓄池建设工程、康平路雨水管道工程、罗家湖公
园等涉及内涝积水治理、海绵型道路建设、园林绿化、老旧
小区改造、河湖水系治理、雨水调蓄等不同工程类型在内的
海绵城市项目 121 个，完成贺兰山东麓拦洪库提标改造
1 处、水系综合治理86公里，建设雨水管网56公里，修复增
加雨水调蓄空间13.3万立方米，建成海绵型道路32公里、海
绵型社区和学校5个、海绵型公园16个。

——海绵进社区。将海绵城市理念植入老旧小区改
造，通过雨污管网分流、透水铺装、安装雨水调蓄装置、建设
下凹式绿地等工程措施，提高老旧小区对雨水的消纳、蓄
积、利用能力。西夏区财运家园小区和华荣园小区居民在
进行基础设施及海绵城市改造项目上，主动提议拆除两个
小区间的围墙，统筹规划，得到了政府、评审专家、社区居民
的一致同意和好评，这一来自群众的首创建议进一步丰富
了“海绵进社区”的规划，成为社区海绵化改造过程中“群众
积极参与、政府积极回应”的互动典范。按照拆除围墙的思

路，两个小区整体规划海绵改造，统筹考虑雨水径流路径，
综合设置下沉绿地、透水铺装等，使小区面貌焕然一新，景
观面积扩大了、卫生死角消除了，实现了从“安身之所”到“宜
居之所”的巨大转变，居民幸福感可谓“直线飙升”。

——海绵进公园。友好公园是银川市重点打造的另一
个海绵化建设工程，也是银川“海绵公园”的典型代表。友
好公园在建设过程中将海绵城市理念与景观设计相结合，
利用现状地形与道路，因地制宜布局雨水花园、植草沟、透
水铺装等海绵设施，在净化污染物、调蓄雨水的同时，促进
雨水下渗补充珍贵的地下水资源。漫步于友好公园，能看
到这里建有多处雨水花园，里面铺设了大小不一、形态各异
的鹅卵石，与植物群落搭配，形成了独立或组团小景观。

——海绵进校园。将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雨水罐等
海绵措施巧妙地融入到学校规划建设中，实现了“慢排缓
释”和“源头分散控制”，同时又兼具功能景观和绿化美观之
效果。其中，银川市第四十二中学和阅海第五小学被纳入
银川市“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工程，为全市学校建设树立了

“海绵样板”。

——“蓝绿灰”融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优先利用源
头绿色基础设施和最大程度利用河湖水系等蓝色空间，将

“蓝绿灰”设施有机融合。罗家湖小微公园改造项目是“蓝
绿灰”融合的典范，通过将原有低洼地块、水塘、水沟等构建
为植草沟、雨水花园、生态湿塘、湖体等蓝绿设施，同时设置
智能截污井、400立方米初期雨水弃流池及雨水泵站等灰色
设施，截留周边市政道路初期雨水，保护水体环境，将一个
绿化稀疏、水塘干涸、无人问津、周边道路排水不畅、雨天积
水难行的荒地打造成了市民亲近自然、探索自然、乐享自然
的生态空间，成为独具特色的“城市水岸会客厅”。

从公园修复到水系治理、从城市主干路提标到居民小
区改造，经过两年驰而不息的努力，“海绵城市”理念已融进
房屋建筑、道路、排水设施和绿地、水系当中，“渗、滞、蓄、
净、用、排”等工程和生态措施已深嵌海绵城市建设全过程，
建成了一批海绵功能与景观效果兼具的花园绿地、休憩广
场、健身步道、欢乐剧场、交友客厅和运动街角等活动空间，
打造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海绵”典范项目，海绵型建筑
小区、海绵道路广场、海绵绿地公园等基础设施遍地生花。

通过对水资源的“精打细算”，提高城市水源涵养能力，
缓解雨洪内涝压力，实现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最终将海绵
城市理念向城市建设各领域延伸，最大程度发挥“海绵”作
用，构建了健康可持续的城市水系统，为缓解城市内涝和水
污染防治等目标提供系统治理样板。自然积存、自然渗透、
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得到基本实现，城市面貌也发生
了华丽蝶变，城市承载力和宜居性提档升级，人民群众获得
感和幸福感进一步提升。

上下同欲者胜，力行不怠者成。
海绵城市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改善城市水环境，推进

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离不开全体市民的理解、参与和
支持。作为一种全新的城市建设理念，市民对新事物的认
知和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为提升市民对海绵城市建设的获
得感、体验感、知情度和参与度，银川市通过全国各大网络
媒体、“银川海绵城市”等11个新媒体平台以及城市公交、高
速公路广告牌等广告载体，以短视频、MG动画、原创RAP、
名人快板说唱、科普讲堂、科普传单、平面广告等丰富多彩
的形式，开展了多维度、立体式、高频次、全覆盖的海绵城市
建设宣传，让海绵城市理念走进校园、走进公园、走进社区、
走进百姓生活，在全市范围内营造了共识、共创、共建、共享
的海绵城市建设浓厚氛围。第二排水沟上段（芦草洼泄水闸—唐徕渠）治理工程。

力行不怠力行不怠 建成宜居银川建成宜居银川

因地施策因地施策 疏通城市筋络疏通城市筋络建设海绵城市，首要目的是缓解内涝难题。
银川市区易涝点虽成因大体相同，但具体情况各异。

有的是防洪工程及其配套设施不能有效统筹洪涝，出现因
洪致涝；有的是沟渠等排水通道被卡阻，无法顺畅排水；有
的是排水管道出现变形、裂口、错位、异物堵塞等影响排水
功能；有的是河湖等调蓄空间不足造成调蓄功能无法有效
发挥；有的是因为局部竖向规划设计不合理出现内涝积
水。因而，要解决内涝难题，就需要因地制宜、对症下药。

基于此，银川市因地制宜，从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
水资源需求和银川市情出发，科学制定了“源头减排、过程
控制、系统治理”的多维度、系统化治理方案。对于新建区
坚持高标准规划，结合城市开发建设，严格按照标准建设雨
水管网，留出足够蓝绿空间用于滞蓄雨水，把有限的雨水渗
下去、蓄下来、用起来，大暴雨时候能够排出去，保障城市安
全。对于老城区以补齐排水防涝设施短板为重点，结合城
市更新改造，根据城市基础设施现状以及不同排水分区问
题与特点，论证选择合适的项目付诸实施，打通关键排涝通
道，建设了海绵型公园绿地、海绵型建筑小区、海绵型道路
广场，通过自然生态系统与人工模拟自然措施相结合，充分
对雨水径流进行积存、渗透和净化。重点实施了兴庆区西
北部片区雨水调蓄池建设工程项目，针对严重易涝积水点

新建了2座共8万立方米容积的调蓄池，通过实施排涝水系
综合整治、雨污同治，畅通了排水出路，解决了上海路与民
族街周边区域的内涝问题，拓展了雨水调蓄空间。打造了
金凤区中部、西夏区南部2个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片区，其中，
金凤区中北部示范片区以居住、公建为主，结合城市更新

“增绿留白”，打造高品质公共空间；结合宣传教育开展校园
海绵化改造。西夏区南部示范片区以产业园为主，着力构
建源头工业园区大屋面雨水径流场地内渗滞；过程中通过
道路雨水井篦改造，设置净化设施和引流槽，将道路雨水引
向周边绿地滞蓄控制；末端建设 9万立方米CSO调蓄池和
双渠口公园海绵化改造，发挥削峰错峰作用，实现防灾减
灾、景观休闲等综合功能。同时，对第一、第二、第三拦洪库
进行提标改造，对西湖挡浸沟、芦花沟下段片区进行沟道综
合治理，提升城市防洪水平，保障城市安全。

通过全域系统性的海绵建设，逐步搭建起了雨水下渗、
蓄滞、净化、回用、排放的“海绵系统”，通过排蓄并举的措施，
缓解了道路积水及污水厂超负荷运行等问题，有效控制合流
制溢流污染，增加雨水蓄滞，减少地表产流，同时补充涵养地

下水水源，城市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修复，城市应对洪涝
灾害的弹性和韧性明显提高。截至目前，市区30%以上的建
成区面积达到30年一遇内涝防治标准，消除城区内93%内涝
积水区段，初步实现了“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
臭、热岛有缓解”的海绵城市建设基本目标，城市品质和人居
环境大幅提升，顺应了时代要求，回应了群众期盼。

此外，银川市针对水资源短缺问题，积极探索适宜本地
的建设路径和模式。通过在城市新建或改造建筑、广场、公
园绿地等项目中配建雨水集蓄利用设施，对分散收集的雨
水进行就地利用；通过CSO调蓄池将雨季合流水进行集中
收集，经过再生水厂净化后用于沟道生态补水，以直接利用
和间接利用相结合的方式，极大地减少绿化用水、河湖补
水，将节省下来的水源用来满足工业生产，为银川市“三新
产业”“三都五基地”的快速打造提供坚实的基础，此举也为
西北干旱少雨地区提供了海绵城市建设关键技术与建设模
式示范。针对部分土壤盐碱化问题，积极探索创新建设方
式，在团结路林带、罗家湖公园等公园绿地项目中，注重选
用耐盐耐碱植物，同时为避免土壤盐碱化对植物生长影响，
在植草沟、雨水花园等海绵设施下埋设水平渗透管，在大乔
木旁埋设垂直渗透管，有效防止因毛细现象返碱对景观植
物的影响，为盐碱地区建设海绵城市提供示范样板。

大河流润，锦绣湖城。
得黄河灌溉之利，银川自古沟渠纵横、湖泊棋布，是韦蟾诗中“贺兰

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富饶平原，是朱栴笔下“万顷清波映夕
阳，晚风时骤漾晴光”的连湖盛景。作为宁夏首府，银川市更是因水而
生、因水而兴，被誉为“塞上湖城”。

党的十八大以来，银川市遵循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治理理念，大力
实施海绵城市建设，修复城市生态，致力于让城市“会呼吸”“有弹性”，城
市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在湖中城愈美，湖在城中湖更
秀。一座宜居、韧性、智慧的美丽银川正向世人绽放着夺目的光华。

海绵城市建设是指通过对城市规划、建设的管控，从“源头减排、过

程控制、系统治理”着手，因地制宜采用“渗、滞、蓄、净、用、排”一系列技
术措施，使城市雨水径流得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和充分利
用的一种全新的城市建设理念，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提高人居生活品质的重要抓手。

2022 年，银川市入选全国第二批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
城市（以下简称“全域海绵示范城市”），市委、市政府按照建设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要求，对标对表示范市建设任务，以高度
政治责任感落实“强首府”重大战略，奋力打造宜居银川、韧性银川、智慧
银川，城市建设展现新貌，海绵城市理念渐入人心，群众反响热烈，取得了
显著成效。

凤凰北街海绵化道路改造。

罗家湖小微公园。

银川市西夏区文沁苑老旧小区海绵化改造。

阅海第五小学海绵校园建设。

涓滴不遗复盛景涓滴不遗复盛景 塞上湖城展新颜塞上湖城展新颜
——海绵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银川答卷”

大美银川大美银川。。

百万年前的地质巨变，勾勒出泱泱巨川的壮美轮廓；
千百年前的引渠灌溉，塑造了“塞北江南”的细密水脉；
几十年来的生态修复，再现了“七十二连湖”的湖光胜景。
时光流转，而今，长河奔腾、古渠流润、湖泊澄碧、湿地静美，沿

着焕然一新的“海绵化路网”，一大批高品质的城市公园、广场相继
建成，湖泊、湿地相映成趣，城市承载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漫步银
川，一步一景，城在绿中，水在城中，人在画中。银川正在描绘着新
时代“人水和谐、城湖共生”的生态文明灵动画卷。

（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银川市海绵城市建设服务中心
供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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