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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我们应该居住在什么样的城市？

“让城市像海绵一样，下大雨时就吸水，干旱

时就把吸收的水再吐出来，以有效地防止城市内

涝……”作为城市发展和建设方式转型的一种新理

念，海绵城市的构想，让人们怦然心动。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

化格局，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勾画了未来五年中国绿色发展

蓝图，城市低碳生态发展方向更加明确，也为海绵城

市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自 2015 年 4月正式入选全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城市以来，南宁市牢牢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持

生态为本、自然循环，坚持规划引领、统筹推进，坚持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全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在南宁

的生动实践，努力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城市建设与生

态建设和谐发展之路。

破解困局：海绵城市建设呼之欲出

“夏季到城市来看‘海’”——这虽是一句玩笑

话，却暴露了一个个看似“现代化”的城市在城市排

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方面的严重落后。

和全国许多城市一样，在极端天气愈加多发的

情况下，内涝已经成为南宁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问

题。另一方面，因为大量的人工发热、建筑物和道路

等高蓄热体及绿地减少等因素，“热岛”效应也逐渐

成为制约城市的一块“短板”。

告别内涝，既要应急之计，更需长久之策。在解

决旧有问题的同时，升级发展理念，加强推动创新，

让内涝不再演变成城市发展之痛成为南宁市民的一

大期待。

如何破解这道城市“疑难杂症”？2014 年 12 月，

财政部、住建部、水利部三部委联合工作组到南宁开

展海绵城市试点工作前期调研，为南宁市海绵城市

试点工作进行“把脉”，希望南宁市加大“海绵城市”

示范建设力度，为市民营造更加生态、自然、宜居的

城市环境。南宁市决定先行先试，专门成立了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城市申报实施方案，全力推进申报工作。

2015 年 3 月，在经过前期扎实的准备工作之后，

在参加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竞争性评审答辩

中，南宁市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在参与答辩的全国

22个城市中脱颖而出，一举摘得“国家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城市评审答辩决赛”桂冠，获得第一批海绵城市

建设试点城市的资格。

何为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顾名思义，是指城市能像“海绵”一

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

好的“弹性”，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

建筑、道路和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

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

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发布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

指导意见，提出通过海绵城市建设，综合采取“渗、

滞、蓄、净、用、排”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

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 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

利用。到 2020 年，城市建成区 20%以上的面积达到

目标要求；到 2030年，城市建成区 80%以上的面积达

到目标要求。

城市超负荷运转，建设开发强度高，硬质铺装多，

原本自然的下垫面条件改变；建筑、道路、地面等设施

的建设导致下垫面过度硬化，城市的热岛效应、雨岛效

应增加；城市原有自然生态本底和水文特征改变，水资

源自然滞蓄能力锐减……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海

绵城市应运而生，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剂良方。

作为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行动，海绵城市

建设将实现城市设计和开发建设与水循环系统的融

合，不仅推动破解城市“逢雨看海”等问题，也将成为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城市的突破口。

“给市民一个更宜居宜业的家！”随着国家海绵

城市建设试点花落南宁，南宁的城市发展也随之开

启了新的篇章。

应势而动：奏响绿色发展时代强音

一江碧水、巍巍青山，城中见山、城中有水。

南湖—竹排江—民歌湖水上旅游航线开通，环

相思湖水系实现连通、蓄水；民歌湖、相思湖、青秀

湖、五象湖、邕江滨水公园等一批河湖主题公园建成

开放，为市民提供了新的休闲去处，近年来，南宁市

一幅“水畅、湖清、岸绿、景美”的现代滨水生态节水

城市的隽美画卷正在徐徐打开。

水系发达，生态亦佳，建设海绵城市，南宁潜力

巨大。

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地处西南经济

圈、泛珠三角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交汇处，是中国面

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城市和窗口城市，是中国—

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拥有“中国绿城”、联合国人

居环境奖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多张

闪亮的城市名片。

建设海绵城市，对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

件的南宁来说，是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建设海绵城市，南宁有优势。

南宁历来高度重视水生态文明建设，积极践行

“人水相亲、自然生态”理念，持之以恒地推动打造

“中国绿城”“中国水城”，为广大市民营造宜居宜业

的环境，也为南宁市建设海绵城市奠定了生态优

势。在水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南宁拥有全国水生态

文明试点城市、水环境治理优秀范例城市以及城市

节水突出贡献奖等众多荣誉。2014 年，全市森林覆

盖率达 47.5%，建成区绿地率达 36.64%，环境空气质

量指数优良率达 80%，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名列前茅。

建设海绵城市，南宁有基础。

南宁市持续实施多年的“中国绿城”“中国水城”

战略已经取得成效，集中打造了南湖、五象湖、相思

湖等一大批在国内享有一定知名度的集景观、娱乐、

休闲、防洪、调蓄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河湖水系治

理样板工程。这些大面积的绿地和河湖湿地等生态

结构网络，可以在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

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已形成南宁市

的“海绵骨架”，是南宁市已经形成的“大海绵”，为南

宁市海绵城市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建设海绵城市，南宁有经验。

在建设海绵城市方面，南宁已积累了不少规

划、建设、管理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南宁实施了

多个世行、亚行贷款支持的水治理项目，并实施了

截污治污三年攻坚计划（2013—2015），已投入 300

多亿元推进“中国绿城”和“中国水城”建设，完成了

一定规模的海绵城市工程。《南宁市城市排水（雨

水）防涝综合规划（2014—2020）》、《南宁市城市水

资源保护规划（2008—2020）》、《南宁市城市节约用

水规划（2010—2020）》、《南宁“中国水城”建设规划

（2012—2020）》、《南宁市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步

行系统及城市绿道系统专项规划》等一系列高质量

的和海绵城市建设相关的专项规划，让南宁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工作变得更规范化、科学化。南宁市还

创新了城市生态治理的投融资模式，在竹排江上游

植物园段（那考河）流域治理项目中，采用 PPP 模式

建设截污、治污、景观建设、河道维护、海绵城市等

工程，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探索基于城市内河综合

治理的海绵城市建设模式，实现了社会资本参与海

绵城市建设的先行先试。此外，南宁市还大力积极

推广绿色建筑示范项目。

建设一座“会呼吸”的海绵城市，不仅是民心所

向，而且是南宁市立足独特的区位、生态和政策优势，

破解城市发展难题，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决策之一。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以建设海绵城市为契机，南宁奏响了绿

色发展的时代强音。

规划先行：寻找发展和自然平衡点

建设“海绵城市”，并无现成经验可循。

在国外，针对城镇化进程中出现过的内涝灾害

频发，生态环境恶化等情况，一些国家通过实施雨水

的综合管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提出“低影响开

发”的理念，即在人工系统的开发建设活动中尽可能

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冲击和破坏。

基于以上理念，英国提出“可持续排水系统”的

概念，其基本原理是模仿自然过程，先存蓄雨水然后

缓慢释放，促进雨水下渗，并运用设计技术过滤污染

物，控制流速，创造宜人的环境。澳大利亚提出“水

敏感城市设计”的思路，在城市开发中保护水质，将

雨水处理与景观设计相结合，降低雨水径流量和峰

值流量。此外，德国、新西兰等国家也基于雨水管理

提出了相应的低影响开发措施。

城市不同，特点和优势也不尽相同。因此打造

“海绵城市”不能生硬照搬他人的经验做法，而应在

科学的规划下，因地制宜采取符合自身特点的措施，

才能真正发挥出海绵作用，从而改善城市的生态环

境，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

谋定思动立高远。

对于首批试点城市的南宁而言，做好规划这篇

大文章，是建设海绵城市的根本所在。

“一方面从我们自身需求出发，另一方面以海绵

城市建设的先进理念来提升城市建设的品质。”南宁

市规划管理局负责人表示，“海绵城市真正的要义在

于，我们的城市工程建设一定要维护原有的水文生

态。这种对自然的尊重，归结到具体工程项目开发

中，就是低影响开发理念。”

在发展和自然之间，要寻找一个平衡点。

排水标准不高、内涝时有发生，城市内河污染严

重、城市面源污染和合流制溢流污染急需治理，城市

雨水资源化利用和再生水利用率不高……针对存在

的这些“城市病”，根据海绵城市建设的要求，再结合

实际情况，南宁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立定目标，

重点针对南方多雨地区城市雨水管控和海绵城市建

设的特色经验、基于合流制溢流污染和城市初期雨

水径流污染治理的海绵城市建设理念与实践经验、

城市现状建成区海绵化改造的实施途径与激励机

制、基于城市新建地区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管理全过

程控制的海绵城市建设管控经验、基于南方地区城

市内河综合治理的海绵城市建设模式及 PPP 在类似

项目中的操作模式、南方丰水地区节水、治污与雨水

资源化利用的特色化道路等方面进行探索和示范。

根据示范区现状和规划情况以及海绵城市建设

的侧重点，南宁市将示范区划分为 6个片区，分别为：

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示范区、合流制溢流污染控制

与初期雨水污染防治示范区、雨水资源综合利用示

范区、高强度开发海绵城市建设模式示范区、山地开

发海绵工程示范区和大型居住区海绵工程建设示范

区。针对每个片区的特点，南宁市将因地制宜地安

排各类低影响开发设施，探索不同的海绵城市建设

模式和实施路径。

突破“就水论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通过发挥规划对城市发展的战略引领作用，南宁创

新规划观念，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努力打造

人与自然、城市建设与生态建设和谐发展的现代化

城市。

统筹推进：探索符合实际的实施路径

建设海绵城市，关键在于不断提高“海绵体”的

规模和质量。

随着海绵城市建设的深入推进，南宁市意识到，

海绵城市建设关键在于恢复城市的“海绵体”，但绝

不能“就水治水”，这涉及城市规划建设的方方面面，

因此必须走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发动全社会力量的

合作之路。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场政府引导、社

会参与的绿色行动。建设海绵城市，需要共下“一

盘棋”。

为加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南宁市统筹有序建设。

南宁市遵循“规划引领、生态优先、安全为重、因

地制宜、统筹建设”的基本原则，通过“渗、滞、蓄、净、

用、排”等工程措施，统筹建设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对城市原有生态系统进行保护、生态恢复和修复。

“渗”，是利用各种路面、屋面、地面、绿地，从源头收

集雨水；“滞”，是降低雨水汇集速度，既留住了雨水，

又降低了灾害风险；“蓄”，是降低峰值流量，调节时

空分布，为雨水利用创造条件；“净”，是通过一定过

滤措施减少雨水污染，改善城市水环境；“用”，是将

收集的雨水净化或污水处理之后再利用；“排”，是利

用城市竖向与工程设施相结合，排水防涝设施与天

然水系河道相结合，地面排水与地下雨水管渠相结

合的方式来实现一般排放和超标雨水的排放，避免

内涝等灾害。

为加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南宁市完善支持政策。

南宁市制定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的决定》、《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等政

策制度，编制完成了《南宁市海绵城市试点建设三年

实施计划(2015—2017) 》、《南宁市海绵城市规划设

计导则》（试行）、《南宁市 2015 年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方案》、《南宁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低影响开发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标准图集（试行）》等，并积

极探索适合南宁做法的技术路线，形成海绵化整体

进行统筹考虑的建设思路。积极利用社会资金撬动

海绵城市建设，和银行设立南宁海绵城市建设发展

基金，以此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南宁市海绵城市

建设，为项目提供资金保障，为促进海绵城市建设提

供良好的环境。

为加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南宁市抓好组织落实。

南宁市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担任组长，分管副

市长担任副组长，市发改委、城乡建委、财政局、规划

局、水利局、国土局、林园局等市直部门为成员单位

的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相关政策，

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统筹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工作。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协调

会议，以确保海绵城市建设组织机构内部沟通协调

的有序性、高效性。南宁市直各有关部门负责跟踪、

服务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将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完成情况纳入部门绩效考评。项目业主要指定专人

与市直有关部门对接。领导小组不定期对项目进展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影响项目按计划推进的部门

或业主进行问责。

示范先行，有序推进。南宁市的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工作，正逐步探索出一条结合实际的不同于其

他城市建设模式的实施路径。

成效显著：海绵城市雏形跃然而出

花团锦簇，湖水清澈，水雾缭绕，美不胜收……

根据“海绵城市”理念建设的南宁青秀山兰园，通过

园林造型的巧妙布局，将各种兰花融入其中，形成一

幅幅美丽的画卷，游客陶醉于“婀娜花姿碧叶长，风

来难隐谷中香”的优美风景，流连忘返。

居民生活污水、养殖废水无序排放，水环境污染

严重；截水养殖、毁林私建，降低了植被的水源涵养能

力，导致泉水断流，水生态功能被破坏……兰园所在

的青秀山风景区北侧区域，曾经生态脆弱，环境恶劣。

为了恢复青秀山地区的水生态，涵养水资源，改

善水环境，南宁市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兰园一期工程

的建设和运营，按照恢复“山、水、林、湖”的自然水生

态理念，综合考虑水资源利用与水质控制、景观建设

与生态恢复，重建青秀山“海绵体”。

青秀山兰园是南宁市海绵城市建设的微缩样

板。新建的人工湿地、水塘、人工湖，大片植草沟、下

凹式绿地的种植，地面停车场铺设的多孔砖，人行道

上的透水铺装……如今，在南宁市，海绵城市的雏形

已经随处可见。

2015—2017 年，南宁市拟投资 87 亿元，在公共

建筑、居住小区、市政道路、公园绿地、内河水系等具

备改造实施条件的区域和项目开展“海绵城市”试点

工程建设，打造总面积为 54.6 平方公里的海绵城市

示范区，实现“建城、治水、为民”的有机统一。经过

优化调整，2015年海绵城市计划建设项目总数为 155

项，其中年内开工项目共 94项（其中年内开工并完工

项目 63项），完成前期的项目 61项。

海绵城市的建设不仅在防涝减污方面有明显成

效，它还给南宁整座城市和居民带来了更加综合的

生态环境效益。

城市生态水系在“质变”——邕江建成区段 3000

多水上人家顺利上岸；整治示范段、邕江滨水公园建

成开放，南岸（五象大道北兴斌沙场—三岸大桥）、北

岸（邕江滨水公园东侧—三岸大桥）整治工程以及民

生旅游码头、蒲庙旅游码头建成后邕江两岸将再添

亮丽景观带；南湖—竹排江环、大相思湖环、五象环

三大城市核心水系整治基本完成。全市 18条内河其

中 12 条内河已开展治理及截污治污，那考河、沙江

河、水塘江、心圩江、马巢河水环境治理列入自治区

PPP 工程项目库；建成区污水直排口治理和黑臭水

体普查治理工作已经启动…

环境综合效应在产生——民歌湖、相思湖、五象

湖、青秀湖等河湖主题公园已向市民开放，民歌湖酒

吧街、相思湖民族文化风情街、相思风雨桥、明月湖

欧洲风情小镇全部建成，南湖—竹排江—民歌湖“红

色之旅”精品旅游航线备受游客欢迎。

2015 年 10 月，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司长张小宏一

行到南宁市调研海绵城市建设及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情况，对南宁市海绵城市试点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

认为南宁市海绵城市建设进展顺利，成效明显，走在

全国前列。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

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美好蓝图，也是实现永续发展的

根本要求。

青山邕水间，绿色发展的意识在不断蔓延，海绵

城市建设的主旋律已经奏响，南宁将不断谱写出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乐章。

开启人与自然和开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谐共生新境界
——南宁海绵城市建设纪实南宁海绵城市建设纪实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江东洲江东洲 刘刘 昊昊

南宁市海绵城市示范区区位图

南宁明月湖欧洲风情小镇

南宁民歌湖南宁民歌湖

经过海绵化改造的南宁竹排冲

根据“海绵城市”理念建设的南宁青秀山兰园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