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27日，三三两两的居民在盐城路与

昆阳大道交叉口的游园散步。大人们徜徉

在绿色的香樟树下，走在仄仄的甬道上，孩

子们则在沙坑里玩耍，玩累了就骑在木马上

休息……

人们常说，绿地是一个城市的肺。为强

健肺部功能，叶县在 2021 年持续加大城市

绿地建设力度。盐城路与昆阳大道交叉口

原本是一处荒林，杂草丛生，垃圾堆放，更有

违建“出没”……去年，该县拔掉了树木，清

走了垃圾，拆除了违建，经过一番平整后，增

添了微地形，建成健康步道和行走甬道，放

置了木马等儿童游乐设施，栽上了香樟、乌

桕、紫薇等景观树，建成了一座 6000多平方

米的街边游园，并命名为颐园。

该县还在居民区增添了祥和园，面积同

样在 6000平方米左右。去年，全县建成了 7

座游园，还有 3座正在建设中。

盐都公园是叶县城区最大的开放公

园。园内，自动水冲式公厕正在加紧建设

中。一期改造提升工程投资 1800 多万元，

道路和其他设施也将随之陆续完善。

——叶县2021年完善城市功能工作印象

为昆阳古城“强身”“健骨”

叶 公 古 街 ，叶 县

最繁华和最具标志性

的餐饮一条街，为叶

县争得了多项盛名。

1月 13 日，叶公古

街上的最后一块围挡

拆除，古街又恢复了

往日的繁华。“这标志

着叶县防汛救灾应急

工程告一段落，叶县

城区的城市功能得到

进一步完善，也为叶

县这一千年古城‘强

了身’‘健了骨’。”叶

县住建局局长滕跃峰

风趣地说。

叶县有着千年古

县的美誉，享誉海内

外的明代县衙和古代

文庙充分彰显着叶县

历史的厚重。随着经

济的快速发展，叶县

城区面积也随之快速

扩张，但是由于古城

历史悠久，城市功能

不完善，比如，雨污不

能分流造成城市严重

内涝，城市绿地覆盖

率低，城市河流泄洪

功能退化……现有的

基础设施与城市发展

不相适应。

2021 年 ，叶 县 积

极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和省级卫生城市，百

城提质行动更是提上

了日程。

于是，在县委、县

政府的领导下，在群

众的期盼中，叶县打

响了一场场完善城市

功能的攻坚战。

人体不可缺的“钙”物质存在于骨骼

内，肉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正如城市

公用工程，它们大多埋于地下，如雨水管

道、污水管道。为此，它们也往往被称作城

市的“筋骨”。

由于缺乏资金，在城市建设中，与地上

的公园、道路等工程相比，那些埋于地下的

雨水和污水管道工程则通常容易被疏忽，导

致部分功能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城市日益不

相匹配。

有着千年历史的叶县就因缺“钙”已

经影响到了城市的排涝功能。用县住建

局党组书记、局长滕跃峰这个上世纪 90年

代的老兵的口号来说：“雷声就是命令，雨

声就是冲锋号。”住建人冲进雨里、奔赴现

场，为这座县城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线。

“因为城区一些路段缺乏雨水管道，致

使雨污无法分流。”滕跃峰说。一到下雨

天，雨水通过窨井挤进污水管道内，使得本

来就排污吃力的污水管道外涌，将污水涌

到大街上，与洪水一起快速形成一个个内

涝点，严重影响交通甚至威胁到人们的生

命和财产安全；另外，污水也因不能完全进

入污染处理厂，严重污染环境。

2021年，县住建局组建了 70人的排涝

抢险队，党员干部身先士卒，退役军人组成

突击队，在抽水排涝的同时，站在水深易发

生危险的地方或指挥交通或组成人墙提醒

过往行人与车辆……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

之。2021年 9月，平煤神马集团建工集团、

平顶山市市政工程公司工程队 400多人进

驻叶县城区，在九龙路、叶公古街、广场东

路、广场西路、德化街等 6条道路及西护城

河上，拉围挡、挖深沟、放管道……拉开了叶

县防汛救灾应急工程的序幕。

叶县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实施雨污

分流，他们抓住上级应急防汛救灾政策的

机遇，从叶县农发行贷款 3.6亿元的应急资

金中申请 2.1亿多元用于雨污分流工程。

为将这项民生工程真正打造成民心

工程，叶县严格招标程序，招引了资质硬、

技术实力强的上述两支队伍，高质量推进

雨污分流工程。

筹资2.1亿多元实施防汛救灾应急工程

这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里子工程、

良心工程，职责所在必须做好。这也注定

是一场攻坚战，项目建设过程中面临重重

困难。

雨污设施不健全的路段均建成投用较

早，路面狭窄，有多处居民区或者餐饮服务

业集聚，交通流量大。时间紧、任务重，必

须倒排工期，分段实施。叶县成立了工程

领导小组，负责具体实施的县住建局也成

立专人队伍作为甲方代表，盯紧扣紧工程

节点。

据市市政工程公司工程科科长、现场

施工负责人费德俊介绍，为避免严重影响

交通，他们每隔 30 米建一处围挡半幅施

工，路面本来就窄，加之建筑材料、车辆、挖

掘机、管道等，工作面根本打不开转身，他

们就像蚂蚁搬家似的，一点点地将建筑材

料搬到施工现场，用多少运多少，现场不堆

积，路段施工也只能滚动式前行。

此次施工主要是增加一条雨水管道，

管道直径在 80 厘米至 120 厘米，路面往往

要下挖 2米多深，除了铺设雨水管道外，为

实现城市提档升级，还得预埋电力、通信管

道。费德俊说，为确保道路正常通行，他们

还要在道路交叉口处实施顶管技术。而这

些交叉口处，也正是网线、电线、供水、供气

等管线密集的地方，由于历史资料不精准，

给施工增加了不小的难度，顶管也只能在

污水管道下方实施，为此，工作面开挖的深

度要达到近 5米深。

在德化街与商业街交叉口的顶管现

场，就出现了棘手的情况：顶管上方的污水

管道严重渗漏，加之该地段土质疏松出现

了塌方，施工人员立即停止施工后，不得不

先移除密布的各类管线，一点点开挖查漏，

再对土层加固，才重新顶管。“60米的路段，

我们竟施工了近一个月。”费德俊说。

“8月 22日、28日、30日大雨，9月 3日、

18日、24日、28日、29日大雨、暴雨……”这

是防汛救灾应急工程工作总结中的一句

话。2021年是叶县近年来降雨量最多的一

年，降雨次数也多，9月 24日一场暴雨更是

刷新多年气象纪录。

降雨给施工带来了种种不利的影响：

上面提到过，路面开挖的沟槽深度一般在 2

米多，更深处达 4米多，每次降雨都会形成

沟槽积水，施工人员不得不抽完水后再施

工，造成施工进度滞后……

“这还不是最令人担心的，我们最担心

的是行人及周边居民的安全。”费德俊说，

为加快施工进度，他们采取人海战术多个

工作面同时推进，仅市市政工程公司就上

了 300多人。由于工作面多、沟槽积水，加

之暴雨形成严重内涝，他们害怕行人、车辆

误入沟槽内出现意外；在叶公古街，由于工

作面距离房屋近，雨水已经淹没了人行道，

他们害怕长期浸泡造成土质疏松进而威胁

房屋安全，于是，抽调 3台大功率抽水泵排

涝，同时与住建部门一起加强巡查，日夜坚

守在工地上。

10月，叶县出现一场 12级以上大风，绝

大多数施工围挡被掀翻，市市政工程公司

副经理高峰曾一周没有离开过工地，在现

场安全隐患点值守，引导交通，修复围挡，

以确保行人、车辆及周边居民的安全。

施工期间，还出现了重污染天气二级

管控、三级管控，导致土方没有办法运出、

施工材料无法运进，水稳与水泥石屑拦和

站停产……

如今，昆阳大道以西的雨水管道铺设

工程即将开始，这里的城区设施更老、道路

更窄、施工条件更为复杂……

60米的一段路施工近一个月

在施工过程中，大容量的抽污车经常出

现在施工现场。

除了增设雨水管道，疏通污水管道也是

应急救灾防汛工程的重要内容。“这也不是

轻松活儿。”费德俊说。

叶县历史悠久，所谓的排污设施，大多

只是暗渠，跑冒滴漏不说，更因长时间没有

疏浚导致淤堵。于是，市市政工程公司派来

抽污车，冲刷污水管道后，再将混浊的污水

抽出运走。4 辆抽污车持续抽污一个多月

才完成。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餐饮等三产行业日益发达，油污泔水流入污

水管道，形成坚硬的污泥块，严重淤堵管

道。“有的地方甚至淤平了沟槽。”费德俊说。

为此，施工人员不得不掀开污水管道盖

板，人工或借助机械将坚硬如石的陈年污泥

块挖出……

城河曾是叶县的护城河，如今成为景观

河，尤其是引澧绕城后，古城河恢复了生机，

为古城增添了精气神。然而，同样因为雨污

未分流，一遇大雨，污水也被挤进河中，拉低

了城市“颜值”。对此，负责施工的平煤神马

集团叶县分公司克服工作面更为狭窄等困

难，艰难地在城河两侧各铺设了一条长度超

过 3公里的污水管道，使污水全部进入污水

管网直抵污水处理厂。污水污染城河的历

史已被彻底改写。

4辆抽污车持续抽污一个多月

荒林变成游园，功能持续提升

去年 12月，叶县城区防汛救灾应急工程

的围挡陆续拆除，与此同时，在叶县高中附

近，灰河治理工程指挥部揭牌。

具有防汛排洪功能的河流，就是一座城

市的血管。灰河正如一支动脉血管，在叶县

城区穿城而过，沿途单位多，居民多，排污点

也多。近年来，叶县克服重重阻力，堵住了

一个个污水点，并引澧河水进入灰河，尤其

在城区东部，将污水处理厂达标排放的中水

进行一系列的浅表治理，并建成近悦远来湿

地公园进行更进一步的净化。

河流能给一座城市带来灵气。叶县政

府投资 1.99亿元，在保证灰河行洪的同时对

灰河两岸进行生态治理。

如今，走在灰河两岸，人们总会见到施

工机械加紧工作，拉运材料的车辆来来往

往，施工人员紧张地忙碌着……

“我们要建一座橡皮坝蓄水成景，栽

草植树形成立体绿化，修建道路，增添游

亭……将灰河两岸建成湿地公园，为叶县人

民提供又一个休闲好去处。”滕跃峰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灰河，正在成为一座湿地公园

初见雏形的灰河河滨生态公园

县委书记徐延杰（前排中）察看防汛救灾应急工程

县长文晓凡在灰河治理工程开工仪式上讲话

广场西街施工现场（小图由本报记者杨沛洁摄）

县住建局局长滕跃峰（左二）察看项目建设

祥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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