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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许主任你好。6月29日当天下雨

的时候，请问你在做什么？许多市民希望

知道。

许有刚：你好。我知道，对我们的工作

大家还是有一些情绪的，这我能理解。当

时我和排水抢险一线人员在现场负责调度

工作。和大家一样，看到雨来得急的时候，

我们排水办立即通知各相关单位上路巡

查，我们的工作就是和水打交道，其实我们

更敏感，更怕出现积水点。

记者：对于当时的情况，你能回忆一下

那时的感受么？

许有刚：嗯，当时的感受主要就是两方

面，一方面是感觉到雨量太大了，生怕出现

大暴雨，积水点再增多；另一方面就是盼着

雨能赶快停，毕竟那时候我们的排涝泵站

虽然已经全负荷运转，一线人员全部上路

排水了，但是仍然吃紧。

记者：现在我们知道当时的降雨为

30 多年不遇的，为什么当日排水办不能

及时发布消息呢？对此，许多市民感到

难以理解。

许有刚：哎。还是因为雨太急，都忙懵

了。我们干的是排水工作，满脑子就是想

着怎么赶快把水排走，怎么不造成交通堵

塞，怎么最大程度上降低对市民的影响。

只顾在内涝现场指挥、调度抗洪抢险工作，

没有及时主动与新闻媒体联系，通过媒体

公开本次降雨的雨情、灾情和应急处置等

信息，让市民在第一时间内了解事情真相。

现在回想，忙也好，急也好，这都不是

理由，还是我们的意识不够。假如当时通

过你们媒体或者哪怕是短信的方式告知广

大市民雨情就好了，大家也不会对我们有

这么多误解和意见。昨天我们向广大市民

表示歉意，主要就是为此。

记者：当天合肥市区总共有多少处发

生了内涝现象？

许有刚：6 月 29 日 14:10～16:00，由于

受强对流回波影响，我市发生进入汛期以

来的第三次集中强降水过程，最大降水量

达72.8毫米（城市东部）。本次降雨暴雨强

度大，1小时内降水超过30毫米，是1974年

以来最大的短历时暴雨；降雨相对集中，

主要集中在瑶海、包河等城市东部地区。

造成市区 16 处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现象。

除全椒路下穿长江东路立交、当涂路南铁

路立交外，其余内涝积水均在短时间内得

到排除。

记者：那我们排水办又做了哪些工作？

许有刚：雨情发生后，我办各应急巡查

抢险队伍全部到岗、到位，全市共出动应急

队伍约500人次（包括各区及相关部门），投

入移动泵站设备、防汛车辆约100多台次。

20座下穿桥和立交泵站先后开机排涝，西

李郢、唐桥、桥东、矿机北等11座排涝泵站

也相继开机助排积水。

记者：随着合肥下穿桥的增多，道路的

确是更通畅了，但是这也往往成了新涝

点。是当时设计问题么？

许有刚：城市交通增设下穿桥是没有

问题，这毋庸置疑。根本上说设计也没有

问题，大家回忆一下应该有印象，一般降雨

的时候，除了个别下穿桥因为管道被临时

性堵塞发生小面积积水之外，绝大多数的

下穿桥路面几乎没有任何积水，甚至比一

些道路路面显得“干燥”许多。比如说我们

建成不久的亳州路下穿桥、蒙城路下穿桥、

阜阳路下穿桥以及梅山路下穿桥等等。

记者：正是因为这场暴雨，也正是因

为没有在第一时间知道真相，于是有些

市民对我们的城市排水设施排涝能力产

生了怀疑。

许有刚：的确，只是知道雨很大，究竟

多大大家却并不知道，所以有这样的想法

也是自然的。根据国家规范，城市道路排

水设计标准为“重现期一年”，下穿桥、城市

广场等重点部位为3～5年。所谓重现期一

年，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年一遇”，即排水体

系达到大约一年只水淹一次的标准。

我市在大建设过程中，道路排水设计

标准一般采用重现期为1.5年，下穿桥采用

重现期5年的标准进行设计，已在现行国家

标准上限或高于国家标准。6 月 29 日下

午，市区东南部普降大暴雨，巢湖路、五里

庙一带发生了短时强降雨。经查阅，五里

庙雨量站10分钟最大降水量达24毫米，20

分钟降水量达36.5毫米，超30年一遇标准，

而目前合肥市下穿桥泵站排涝标准为短历

时重现期五年，因而造成了局部地段短时

积水内涝。

记者：对于合肥的城市排水，据了解咱

们市政府投入不少资金，也建成了不少排

水设施。究竟我们取得了哪些成效？又给

广大市民带来了哪些防范？

许有刚：近年来，根据城市防洪规划

要求，我市先后开工建设了一批高标准、

高质量的城市防洪、排涝工程。2007年，

我们组织实施了老城区排水系统综合改

造工程，在5.2平方公里的老城区范围内新

建最大直径达2.4米的排水管道。对杏花

排涝泵站进行改造，老城区阜南路、六安

路等区域“逢雨必涝”的现象已永远成为

历史。

同年底实施完成的长江西路铁路桥段

内涝治理工程，将该区域长江西路以南约

1.2平方公里的雨水通过箱涵、管道送至清

Ⅱ冲排入南淝河，彻底解决了长江西路铁

路立交桥段年复一年的内涝状况。

总长34.3公里的南淝河市区段及其支

流四里河、板桥河等河道综合治理工程已

完成，河道防洪标准已达百年一遇；南淝河

支流二十埠河和十五里河正在按百年一遇

的防洪标准进行综合治理；南淝河下游

（24.7公里）正在按照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

组织开展项目前期工作，计划今年11月份

开工建设。

记者：下一步排水办工作重点有没有

哪些考虑？这次罕见的大雨给我们“未雨

绸缪”能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许有刚：鉴于我市目前仍处于城市防

洪的主汛期，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

当前城市防洪工作的组织领导，完善应急

处置机制，做好防大汛、抗大灾的各项应急

准备工作，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更大的洪

涝灾害；对全市防洪排涝、排水设施再组织

一次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重点

排查本次降雨产生的内涝点，排查原因，责

令立即整改。同时，督促各责任单位做好

危旧小区、低洼地段及地下停车场等设施

的自保自救工作。

记者：有没有最想向广大市民说的话？

许有刚：感谢广大市民和媒体朋友为

我们指出工作中的不足和疏忽。当然，通

过这次教训也让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明

确，在向上级领导机关报送积水内涝和应

急处置工作的同时，必须要及时向社会和

媒体公布雨情、汛情、积水内涝和现场抢

险、应急处置等情况，动员全社会力量支

持、理解和参与城市防洪工作。也希望广

大市民继续一如既往地信赖我们，并支持

我们的工作，我们会以实际行动回馈大

家。谢谢！

下穿桥被淹是设计不足？ 局部现内涝是城市内伤？钱花了究竟为市民做了啥？

30年一遇暴雨后的思考……
本报独家专访合肥市排水办主任许有刚

“如果当天我就知道

这场大雨为 30 多年一遇

的话，我不会在网上发那

么多的抱怨和指责”；“雨

太急，太大了，当时我们

只想着怎么赶快排涝。

现在回想，如果我们及时

把这场大雨的情况向广

大市民解释，大家应该会

理解我们的”……昨日看

到本报对“6·29”合肥积

水内涝的后续报道后，一

位省城网友留言感慨。

而对此，合肥市排水办主

任许有刚更是深感自责。

下穿桥被淹是设计

不足？局部现内涝是城

市内伤？钱花了究竟为

市民做了啥？面对本报

记者带去的部分市民尖

锐疑问，许有刚在接受本

报独家专访时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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