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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操秀英

被广大民众戏称为“逢雨看海”的现象，有望在未

来得以改善。近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提出，要建设雨水自然积存、渗透、净化的海绵

城市。这一措施将有效增强城市防涝能力，从而终结

城市在暴雨天气中出现的“看海模式”。

城市内涝问题如今已经困扰国内多个城市。据

媒体报道，今年以来全国至少已有超过 150个城市因

暴雨洪水发生了内涝。从涉及的城市来看，既有一线

城市，也有省会城市，同时还有一些相对偏远的县城

也深受“城市内涝”的困扰。这既反映了城市发展过

程中的“城市病”，也为人与自然相处的现状提出“警

告”。而通过提升城市排水、调蓄能力的海绵城市建

设，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发展中的难题。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

有之义。人是城镇化的核心，理应在这一过程中享受到

更舒适、便捷的生活。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海绵

城市建设要与棚户区、危房改造和老旧小区更新相结

合，努力消除一雨就涝、污水横流的“顽疾”，加快解决黑

臭水体治理，这能够让不少市民享受到住房环境改善的

“政策红利”。此外，通过海绵城市的推广建设，也能拉

动相关产业的投资，具有不可小觑的经济意义。

海绵城市建设的价值取向在于，要推动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人类的城市生活，本就是生态文明中的一

部分，必须按照生态文明的规律来规划和管理。海绵

城市建设能够提升雨水蓄排顺畅、合理利用的水平，

在增强城市防涝能力的同时，修复城市水生态、涵养

水资源，使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为子孙后代留下无价

的“绿色财富”。

方向已经明确，关键还得落实。按照此次国务院

常务会议的要求，从今年起在城市新区、各类园区、成

片开发区要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建设海绵城市

不是“玩概念”，更非“搞噱头”，而是必须从城市建设

的细微之处入手，对于规划、施工、竣工的各个环节都

进行详细论证，并突出相关要求。一点一滴做起，全

面整体推进，将是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方针。

今年，国家已经确定了 16 个城市作为海绵城市

试点，并将给予专项资金扶持。然而，就海绵城市建

设而言，仍然有非常大的资金需求。此次国务院常务

会议提出，在推动海绵城市建设中要吸引社会资本参

与项目建设运营，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业务，多渠

道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这就给海绵城市的铺开提供

了新的思路：创新引资运营模式，不断总结推广经验。

城市，理应让生活更加美好。从某种意义上说，

一个遇到暴雨便“看海”的城市，也显示了其治理能力

的欠缺和文明程度的不足。推动海绵城市建设，让

“逢雨看海”的“水袋子”变成人见人爱的“海绵宝宝”，

让城市内涝不再肆虐、让人与自然更加和谐，才能让

城市顺畅“吐纳呼吸”，变得更加美好文明。

打造“海绵宝宝”，让城市不再“看海”

吉林省白城市位于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

片区，全市 4个县市中，3个为国家级贫困县。1998年

松嫩流域大洪水后，由于江河来水减少、降雨量减少，

白城地区生态环境日益脆弱。水资源成为限制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攻坚的重要因素。2012 年起，

吉林省在西部的白城、松原地区启动河湖连通工程，

通过科学引蓄雨洪资源，恢复湿地、补充地下水，当地

“小气候”日趋改善，生态效益初显。

从“东北水乡”到连年干旱
白城市通榆县向海乡农民韩良 12 年前承包了

400 多亩泡塘，本来想养鱼养蟹，但泡塘在 2000 年

以后就一直干涸断水，成了盐碱地。韩良只能赔

着钱在鱼塘里种地，“周边的泡沼也都干了，水井

越打越深。”

其实，历史上的白城素有“东北水乡”之称。据

《白城地区志》记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白城境内江

河交错，1500 多公里的河流常年不断流，蓄水泡沼多

达 700多个，水量丰沛。48岁的韩良回忆起小时候芦

苇、蒲草茂盛的向海湿地说：“那时候几乎成年积水，

真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1998 年松嫩流域大洪水后，白城连年干旱少雨，

8 条主要河流中的 7 条连续 12 年断流，700 多个泡塘

中仅 57个有水。

降水减少、河流断流、地下水下降、土壤沙化……

白城的生态环境进入了恶性循环，土壤沙化以每年 1

公里的速度向东蔓延，草地资源以每年 2％的速度锐

减，生态屏障岌岌可危。

将洪水资源存蓄起来
十年九旱，却又年年防洪。1998 年、2010 年和

2013 年，白城发生区域性洪水，“每到汛期，嫩江来水

增多，防洪压力大，但堤坝 2公里之外就闹干旱，水都

白白流走了。”镇赉县水利局副局长冯明说:“1998 年

大洪水从镇赉县过境的洪水有 14 亿立方米，1999 年

当地开始大旱，却无水可用。”

水利专家表示，松花江、嫩江流域平均 10年左右

一次丰枯变化，2010 年区域性洪水过后，进入新一轮

丰水期。为将过境的洪水资源利用起来，2012 年起，

吉林启动西部河湖连通工程，通过利用天然水系和兴

修水利工程，采取提水、引水、分水的方式，将汛期嫩

江、洮儿河、霍林河的富余洪水资源存蓄到天然湖泡

和湿地中。

“这段 5.1 公里的渠道可以将河流与下游的 4 个

湖泡连通，通过闸门控制，给干涸的湖泡补水，来百年

一遇的洪水我们就多存点，20 年一遇的洪水就少存

点。”冯明说，“河湖共济既改善莫莫格湿地的生态环

境，也不影响河流下游用水。若遇到干旱年景，湖泡

也有水可用。”

根据吉林西部河湖连通工程规划，白城规划投资

35.3 亿元，连通水库泡塘 124 个。目前，白城河湖连

通工程已完成投资 2 亿多元，整治渠道 54.8 公里，新

连通水库泡塘 26个，增加蓄水 11亿立方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湿地好不好，关键看水鸟。”随着河湖连通为通

榆县境内的向海湿地补水，“目前向海湿地已恢复到

360 平方公里，达到干旱前的水平，同时还吸引了更

多东方白鹳、丹顶鹤等水鸟来此繁衍生息。”向海保护

区管理局科研处处长林宝庆说。

河湖连通让干旱的泡泽、鱼塘、水库注满了活水，

增加蒸发量。2013 年、2014 年，白城平均降水量达到

459.7 毫米和 473 毫米，远高于常年 383.8 毫米的平均

水平；两年来当地风沙天气减少，强度减弱，2014 年

空气优良天数达到监测总天数的 93.7％。

同时，另一项生态改善工程正在实施——再造百

万林。2010 年至今，白城造林超过 200 万亩，林地面

积增长 50％达到 640万亩以上，而荒漠化面积减少近

三分之一。

国内领先的光伏牧业养殖、400 万头生猪一体化

项目、世界先进的原生态牧场……大型农业企业近年

“扎堆”白城。生态建设年年抓，劣势变后发优势，

2010 年—2014 年，白城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由 441.5 亿

元增长到 734.6 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4504 元

增长到 7312元。

河湖连通，变洪水为资源
文·郭 翔 李双溪

石家庄市井陉县仙台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内，

渐渐染红太行山的红叶成了初秋季节吸引游客观

赏的壮观景色。仙台山总面积 66平方公里，有黄

栌、北京栎、五叶枫、荆条等红叶树种。每年金秋

十月，各色红叶竞相开放，姹紫嫣红，尽染层林，是

北方面积较大的红叶观赏区。图为红叶挂满枝头

在风中摇曳。 新华社发（陈其保摄）

仙台山红叶漫染初秋

近日，2015 亚洲自行车展览会在南京国际博

览中心开幕，展出国内外 433 个品牌的运动自行

车、智能自行车、高端自行车、都市自行车以及零

配件、骑行服等产品。展会还设有自行车原创设

计、骑行体验与比赛等交流活动专区，并举行亚洲

自行车行业峰会。图为观众在展会现场体验复古

自行车产品。 新华社记者 孙参摄

2015亚洲自行车展举行

10月 10日，“上海市第二届家政服务博览会”

在长宁区黄金城道步行街举行。上海 50 多家示

范性家政服务公司的数千名家政服务人员与市民

现场交流接洽，“金牌”家政员们还展示了多种家

政技能。图为家政公司的家政员现场展示插花技

能。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金牌”家政员展技能

10月 10日，山东省东营市黄河三角洲动物园

引进了 30多只日本雪猴（日本猕猴）成立了“日光

猿军团”猕猴表演学校，于 9月底正式“开学”。雪

猴们进行“礼仪文化课”“体育运动课”“猴宝宝大

PK”“欢乐音乐派对”等特色表演，为市民呈上一

道文化休闲大餐。图为中国日光猿军团猕猴表演

学校的“学员”们在上“礼仪文化课”。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猕猴表演学校“开学”

10月 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首条城际铁路项

目——吴忠至中卫铁路在宁夏吴忠市正式开工，

该线路全长 135 公里，总投资估算总额 149 亿元，

设计时速为 250 公里，预计将于 2018 年建成运

营。图为宁夏吴忠至中卫城际铁路项目建设开工

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宁夏首条城际铁路开工

“现在我们家除了自己的田地外，还承包了一

些地，种一些安全无公害的红豆、玉米等，反正销

路是不愁的，爸妈也做得很开心。”在北京上班的

安徽女孩小楚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她从来没想到

自己家竟然能靠卖农产品赚钱。而这主要得益于

互联网。

在“互联网+”战略布局中“互联网+农业”是一大

热点。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农村电商销售额已超

过 1400亿，仅在淘宝、天猫平台上注册的农村网店数

就超过 160万个。到 2016年，中国农村网购市场总量

有可能突破 4600 亿元，10 年或者 20 年后，农村网购

市场或将超越城市。

在农业的沃土上撒下互联网的种子，究竟会收获

些什么？互联网将如何改变农业形态？在近日召开

的“解码互联网农业暨科技驱动下农产品安全高峰论

坛”上，专家们围绕这些问题各抒己见。

“互联网+农业”如何迎风起舞？

近日，获联想控股千万美元战略投资的云农场集

团和江苏丰县人民政府、京东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成立于 2013 年 8月的云农场旗下拥有 18家子公

司，是集农资电商、农产品定制与交易、农村物流、农

技服务及农村金融等领域为一体的农业互联网高科

技综合服务商。

事实上，农业已成为互联网大佬和资本青睐的

重要市场。此前，阿里巴巴和京东均宣布全速启动

农村电商战略。阿里推出农村淘宝千县万村计划，

未来 3 到 5 年，将投资 100 亿元在全国建立 1000 个县

级电商服务中心和 10 万个村级服务站，覆盖全国三

分之一的县以及六分之一的农村地区。而且阿里

还在布局互联网与农业深度融合的产业链模式，计

划将农村电商依托于旗下整个生态圈发展，支付

宝、余额宝、招财宝、蚂蚁微贷等业务都已跟农村挂

钩，未来运用大数据将直接介入农村金融市场，满

足农民的资金需求。

京东也启动“乡村代理人”招募和“京东帮服务

店”的落地，探索农村市场双向流通模式。曾经热议

的“京东送种子下乡”活动，就是由京东提供农产品优

质种子，由农民在农村培育种植，收获后通过京东平

台销售。京东现在还开始涉足农资市场，如果这个产

业链布局能形成，将给农业生产带来变革，农民只负

责生产，其他环节交给平台。

农村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为“互联网+农业”奠定

了基础。2014 年底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 1.78 亿，农

村互联网的普及率从 2008 年刚过 10%快速增长到了

2014 年底的近 30%，随着信息化基础设施的不断完

善，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速度不断加快，农村获

取信息的便捷程度极大提高。

“以前都是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很难规模化推

广新技术，现在中国大约有 90万个家庭农场，有利于

信息化等新技术的发展。”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研究

中心主任赵春江说。

——新闻缘起——
互联网大佬纷纷进军农业

烟台的苹果、砀山的梨、新鲜的大闸蟹……几乎

所有你想吃的东西如今都能在网上买到。确实，目前

我国“互联网+农业”的主要业态还是电子商务。据

有关机构的测算，中国农业仅化肥、种子、饲料三类农

资的市场规模就超过万亿元。

云农场联合创始人熊彬说：“从去年年初开始，越

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军‘互联网+农业’领域，除了农

产品之外，一些农资企业也基于原有的渠道和资源，

将服务从线下扩大到线上。”

高品质、因去除中间环节而获得的相对优惠的价

格，是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吸引用户的主要原因。但

随着以“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帮助采购商找货源”为

主要模式的一亩田被爆出“资金链断裂”“大裁员”，以

及“资方撤资”“交易数据造假”等问题，传统互联网模

式的农业电子商务陷入舆论危机之中。

有专家分析，其问题在于农产品是非标品，对于

渠道商来说，采购依然需要通过线下的实地进行，抽

样、验货等种种程序无法转移到线上，同时传统大宗

渠道的对接模式，只不过是从线下到线上的迁移，并

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同时，易观商业解决方案高级合伙人张耀文认

为，我国农村流通产业发展仍然滞后也是制约农

业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原因。缺乏统一规划，各

地区物流基础建设发展不平衡，有保障的农村物

流覆盖范围有限，农村需求分散的特点导致“最后

一公里”配送难题尤其突出，社会化物流目前仍不

能有效服务村镇。除农业生产生活资料流通外，

农产品的流通难题更加凸显，因为农产品通常具

有生鲜特性，易损、易腐，对时效和运输过程的控

制要求更高。

——核心关注——
农业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瓶颈

除了电子商务，互联网正融入农业全产业链。专

家表示，随着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进入传

统农业，将给农业转型带来契机，通过育种、栽培、灌

溉、收割等环节，倒逼“精细农业”，让农产品全产业链

产生化学效应。推进互联网和农业达到真正融合的

关键，应该是着眼于整条产业链的融合而不仅仅是其

对农业全产业链的改造才是王道

“互联网+农业的本质是深度融合和发展模式的

创新，现在很多企业利用这个概念包装上市，一哄而

上，我觉得不太合适，还是要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

赵春江表示。

在熊彬看来，“互联网+农业”是否行得通关键要

看能否给农民带来利益。“像测土配肥技术，之前已经

推广很多年了，但效果不是很理由，就是因为不是从

农民利益出发的。而我们现在所服务的可信农场，每

块地都要测，每个乡镇有一个测土站，真正实现了个

性化生产，能保证农民利益。”

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农经学会会长尹成杰

则提出，“互联网+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有 4个关键

问题需要把握：首先是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

指导农产品生产的决策；其次是要推进农业生产管理

的互联网技术运用，要在整个农业生产管理进程当

中，用互联网技术来提高精准度；第三是要运用互联

网技术改善农产品的流通体系；运用互联网技术建立

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体系。

云农场执行总裁田丰说，云农场正在尝试提供

记录生产全过程的互联网解决方案。“‘全程可追溯

体系’的关键点首先是‘全程’，要收集从生产、加

工、流通、销售整个环节的数据，并要打通各个部门

数据的鸿沟，实现信息沟通和数据共享。”

此外，作为“互联网+农业”这场变革的主体，农

民能否接受互联网的洗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

农人”，才是互联网与农业进行深度融合的关键。

中国农业发展基金董事长吴文军认为，当务之急首

先是充分调动农民接受互联网从而转变传统经营

的积极性，培训农民了解“互联网+农业”运作模式

与操作方法。

——专家建言——
培养新农人让互联网技术落地

■第二看台

中的某一环节。

方创资本认为，“互联网+农业”现在仅仅只是

一个开始，网络普及化、产品差异化、经营集约化、

服务深度化将推动互联网向农业继续渗透。通过

重塑农业产业链各个环节，融合整个产业链的信息

流、物流、资金流，形成一个农业互联网生态圈，能

创造极大的经济效应和社会价值，农业产业链中每

个环节约有万亿级的市场，未来这个领域一定有轻

量级的 BAT 出现。

“云农场正致力于解决农业全产业链问题，包括

农产品全程可追溯、农产品的安全模型、诚信体系建

设、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服务和监督等。”熊彬说，他

们希望用互联网技术改造生产环节提高生产水平，管

控整个生产经营过程确保品质，创新产品营销，最终

将农业的各个环节打通，形成完备的产业链。

然而，对于大多数农户而言，运用这些先进技术

和理念并不容易。专家表示，比如物联网的遥感遥测

技术，数据收集、监控成本较高，对于普通农户应用是

比较难的，目前更多的还是在大中型农业企业中应

用；对于农业企业，如果建立可追溯体系，前期投入要

几十万到几百万，很多企业不愿意投入。

因而，张耀文认为，农业拥抱“互联网+”，首先需

要各个参与主体意识和观念的转变。此外，农业是典

型的传统行业，具有地域性强、季节性强、产品标准化

程度低、生产者分散等特点，农业拥抱“互联网+”，要

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来改造农业，同时也要符合农

业行业本身发展的特征，在农业与互联网的碰撞与融

合中找到互联网时代的商业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