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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等地下空间出入口采取防倒灌安全措施

安徽空气质量半年报出炉
皖北改善幅度大于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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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高铁列车从十八

联圩生态湿地驶过（无人机

照片）。位于安徽省合肥市

肥东县长临河镇的十八联

圩生态湿地蓄洪区曾于

2020年7月启用。2020年

9月，蓄洪区开机排涝，经过

近一年的修复建设，十八联

圩生态湿地景观重现。

■ 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摄

蓄洪区修复
重现生态湿地

图说图说

到2025年底
新增海绵城市达标面积650平方公里

根据方案，我省将实施雨水源头减排工程。全域系

统化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在城市建设和更新中，严格落

实雨水管控要求，在建筑小区、道路广场、河湖水系等建

设、改造项目中，合理采用“渗、滞、蓄、净、用、排”等措

施，削减雨水径流峰值和径流量，重点实施淮南、淮北采

煤塌陷区等矿区生态修复工程，推进合肥骆岗生态公园

等源头减排重点工程。优先解决居住社区积水内涝、雨

污水管网混错接等问题，通过断接建筑雨落管，优化竖

向设计，加强建筑、道路、绿地、景观水体等标高衔接等

方式，使雨水溢流排放至排水管网、自然水体或收集后

资源化利用。到2025年底，新增海绵城市达标面积650

平方公里，累计50%的建成区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方案提出，我省将结合城市排水防涝体检成果运

用，系统查找问题，精准分析病因，加大整治力度，新建

改造雨水管渠7000公里，补齐城市排涝设施短板。按

照城市生态和行泄调蓄要求，在城市规划建设更新过程

中，尽可能留白增绿，加强城市河、湖、沟、塘、湿地保护

和修复，提升城市水系连通性和流动性，到2025年底，

新建改造城市行泄河道1600公里，新建、改造城市调蓄

工程规模13000万立方米。

编制内涝风险图
划定洪涝风险控制线和灾害风险区

我省将编制内涝风险图，探索划定洪涝风险控制线

和灾害风险区。充分考虑洪涝风险，优化排涝通道和设

施设置，加强城市竖向设计，合理确定地块高程。新城

区建设要加强选址论证，合理布局城市功能，科学确定

排水分区。

动态开展城市易涝积水点整治，针对当年新出现的积

水点，要按所在排水分区，系统分析积水成因，制定整治方

案纳入年度建设计划推进，整体消除积水隐患。同时严查

违法违规占用河湖、水库、山塘、蓄滞洪空间和排涝通道等

的建筑物、构筑物。加强河道和道路垃圾清理工作，降低河

道、雨水管渠过水断面不足的风险。强化对易影响排水设

施安全的施工工地的监督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地铁等地下空间出入口采取防倒灌措施
方案提出，我省将落实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巡查、维

护、隐患排查制度和安全操作技术规程，加强调蓄空间

维护和城市河道清疏，增加施工工地周边、低洼易涝区

段、易淤积管段的清掏频次。汛前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和

整治，清疏养护排水设施。加强安全事故防范，防止窨

井伤人等安全事故发生，对车库、地下室、下穿通道、地

铁等地下空间出入口采取防倒灌安全措施。

建立健全城区水系、排水管网与周边江河湖库等

“联排联调”运行管理模式。加强跨市河流水情信息共

享，健全流域联防联控机制，坚持立足全局、洪涝统筹，

提升调度管理水平。加强统筹调度，根据气象预警信息

科学合理及时做好河湖、水库、排水管网、调蓄设施预腾

空或预降水位工作，推动住建、城管、公安、水利等部门

的协同联动。

建立专业队伍或委托专业机构负责城市排水防涝

设施运行维护。加强排水应急队伍建设，强化抢险应急

演练，提升应急抢险能力。

星报讯（张亚鸣 记者 王玮伟） 7月28日，记者从合

肥市市场监管局获悉，合肥将在全市范围内推行企业标

准总监工作。通过标准总监推动标准化方式在企业生

产、经营、管理、服务等各方面的普及应用和深度融合，

促进企业提升标准化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

据悉,合肥市将按照“企业自愿、部门推动、正向引

导、分步实施”的原则，积极引导标准化试点示范单

位、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标准创新贡献奖单位、技术

标准创新基地、企业标准领跑者企业等率先推行企业

标准总监制度，重点推动全市有条件的规模以上企业

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逐步建立企业标准总监

制度。计划于2025年，在工业、服务业等领域重点企

业建立企业总监制度，并逐步引导标准总监工作制度

化、规范化发展。

合肥全面推行企业标准总监制度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记者从安徽省生态环

境厅获悉，安徽省大气办7月27日通报2021年

上半年环境空气质量状况：上半年我省空气质量

改善情况呈现出南北差异和市县差异，具体表现

为皖北改善幅度大于皖南，沿江地区部分县（市）

空气质量差于所在城市。

据悉，1至6月，全省16个城市PM2.5平均浓

度为3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4.9%；平均优良天

数比率为81.2%，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绝对值最高的三个城市是阜阳、淮南、宿

州市，排名长三角41个城市倒数第1、第2、第4位；

最低的三个城市是黄山、池州、宣城市；12个城市

PM2.5浓度同比下降，其中亳州和淮北市降幅明

显，分别同比下降24.1%和16.7%；黄山、池州、铜

陵、芜湖4个市PM2.5浓度同比不降反升。

优良天数比率最低的三个城市是淮南、宿州、

阜阳市，分别为71.3%、72.9%、73.5%，最高的三个

城市是黄山、宣城、铜陵市，分别为99.4%、90.5%、

89.5%；亳州、淮北、宿州、阜阳、六安5个城市优良天

数比率同比上升，其中亳州和淮北市升幅明显，分

别同比上升13.9和10.9个百分点；其余11个城市

同比下降，其中池州、滁州、芜湖3个市降幅较大。

县（市）空气质量方面，1至6月，全省59个县

（市）PM2.5平均浓度为38微克/立方米，平均优

良天数比率为82.6%，与城市空气质量总体相当。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根据高招日程安排，

7月25~28日为本科第二批高校平行志愿录取时

间。也就是说，最迟今天上午9点，二本考生可以

查询自己的录取结果。10:00～16:00，为二本征

集志愿填报时间，二本未被录取的考生要及时关

注征集计划信息。

根据高招日程安排，7月29日凌晨，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将公布二本征集志愿缺额计划，填报二

本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及二本线下20分以内的

考生可以选择是否填报征集志愿，这也是今年高

考生最后一次读本科的机会。

高招二本征集志愿今日填报

根据省政府相关部署要求，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发

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联合制定了《安徽省城

市内涝治理系统化实施方案（2021-2025年）》。方案提

出，到2025年，总体消除城市内涝隐患，建立“源头减排、

管网畅排、泵站强排、河湖蓄排、信息控排、超标应急”的城

市排水防涝体系，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到2035年，全省城

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进一步完善，排水防涝能力与建设海

绵城市、韧性城市要求更加匹配，总体消除防治标准内降雨

条件下的城市内涝现象。 ■ 记者 祝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