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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线住进了“集体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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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根据管线的
不同属性，将他们分别安
排进地下综合管廊这个

‘集体宿舍’的‘上下铺’，
这样既解决了‘马路拉链’
和‘空中蜘蛛网’问题，检
修时还能一目了然。”厦门
市政管廊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规建部经理黄翀说起地
下管廊的建设和优势来赞
不绝口。

为了保护城市供电、供
水的生命线，防范台风等气
象灾害的袭扰，厦门积极探
索地下城建设，并在全国率
先谋划出了一套地下综合
管廊建设的新样本。

“集体宿舍”代替了“马

路拉链”

“刚刚搞好的路，怎么
又挖开了？”这样的抱怨是
不是很熟悉？

与全国其他地方一
样，曾经的厦门也遭遇过
这样的尴尬：今天电线入
地，明天供水管迁移，后天
通信线路检修，城市的路

面隔三差五地被各管线单
位“野蛮开拉”，市民有抱
怨，市政部门也是有苦难
言。

2011年，福建省首条
干支线综合管廊———湖边
水库综合管廊项目开始投
入使用。在这条总长约5.2
公里的地下长廊中，电力
高压电缆、通信电缆、城市
自来水管道、再生水管道
全部住进了“集体宿舍”。

“集体宿舍”好处很
多———

尽管盛夏的气温高达
35摄氏度以上，但在温度仅
有28摄氏度左右的“集体宿
舍”里，管线都在“享受”着
和人一样的“居住体验”，再
也不怕日晒雨淋，也不用埋
在地里和土石蚯蚓做伴，管
线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可靠
性得到了极大提升。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输
电电缆班班长陈朝晖每天
的工作就是和这些电缆打
交道，自从电力电缆入廊
后，他身上的压力也小了
不少，“在管廊里作业的空

间变大了，几个不同领域
的人一起做事完全没问
题。”陈朝晖说。

更让人惊叹的是，“集
体宿舍”中每个“成员”的
工作状态全都显示在监控
室的大屏幕上，哪个“成
员”一旦“生病”，监控终端
马上就能显示出病症的级
别和位置，检修人员可以
按图索骥直达“病灶”。

根据电力部门出台的
安全规范，在过去编织“空
中蜘蛛网”的时代，竖电线
杆的地方需要设置一定的
安全距离。据测算，仅湖边
水库一带就需要耗费高压
走廊土地22万平方米。

也就是说，当地下综
合管廊项目投用后，这22
万平方米的地上空间被完
全释放了，这对于极度“缺
地”的厦门岛而言，可谓是
一个重大利好。

“欠账文章”背后的“厦

门模式”

“集体宿舍”的成功建
设可不是一蹴而就的。

2007年年初，时任厦
门市副市长、现厦门市委
书记裴金佳召集多部门开
会，专题研讨建设城市道
路地下综合管廊的有关事
项，一个既能提高城市安
全保障水平，又能集约利
用和优化城市地下空间的

“厦门方案”浮出水面。
在地下管廊的种种优

势面前，每公里动辄数千
万甚至上亿元的工程造价
费用成为管线企业望而却

步的“拦路虎”。一些企业
在自家地沟、管道的“一亩
三分地”上盘算着自己的

“小九九”。
出于对城市发展规律

的清醒认识，厦门市明确
提出：地下空间建设既是
一笔欠账，也是一篇大文
章，要抓紧推进规划建设。

厦门市政府出台行政
强制令：在新开发和规划
的管廊区域，如果有管线
经过，就必须入廊。对于老
城区的已有管线，如果有
整改治理需求，则要借此
将高压线、架空线管廊化。

看似不近人情的一纸
强制令刚开始推行时确实
阻力重重，“很多管线因为
归属管理等原因，在协调
时往往存在实际困难。”厦
门市市政园林局总工程师
王艳艳说。但后续的事实
证明了入廊的正确性。

2016年9月，超强台风
“莫兰蒂”登陆厦门，近70
万株树木倒伏，一些市政
设施受损严重。但湖边水
库、集美新城核心区等区
域的市政管线却在地下管
廊的保护下安然无恙。

“要不是因为‘莫兰
蒂’，大家对地下管廊建设
的思想还没那么统一，没觉
得多紧迫、多必要。”集美区
政协副主席、新城开发建设
指挥部副总指挥陈友谊说。

既然是“欠账文章”，
只算经济账必然只能得出

“高投入、低回报”的数字
结论。但是不考虑投入产
出，也不符合可持续的城
市发展理念。

于是，由厦门市财政
作为资本金进行适当补
贴，由专业的管廊公司负
责投资建设，以企业化管
理的方式实现综合管廊的

“共建共享”。在“政府扶
持、企业运作”的主基调
下，厦门积极吸收社会资
本参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建设，实现了多元化的投
资体制，一种全新的地下
综合管廊建设“厦门模式”
应运而生。

让百姓赢取看得见摸

得着的“获得感”

在“莫兰蒂”侵袭厦门
之后，全城大范围停水停
电。位于集美新城的王文
津家中也不例外，但是仅
仅过了不到两天的时间，
老王家中就恢复了水电供
应。

“当时很多人家里停
水停电了一整个礼拜呢，
毕竟是百年一遇的台风。”
老王说，好奇心驱使他去
了解为何自己所在的小区
恢复地这么快，后来才得
知原来是地下综合管廊立
了功———廊内管线“毫发
无伤”，这为外部恢复输电
供水赢得了先机。

“以前抬头就见的‘蜘
蛛网’没了，现在能直接看
见蓝天了。”

“不用担心路面耷拉

的缆线漏电了。”
“不用整天为‘马路拉

链’绕道了。”
“没有电线杆挡路了。”
“马路、绿地更宽了”……
在湖边水库地下综合

管廊项目片区，居民欣喜
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城市的变化也让一些久未
归国的闽南华侨眼前一
亮，直呼家乡的变化“翻天
覆地”。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
师肖燃说，地下综合管廊
带给百姓的不仅仅是这
些，还有大量释放的地上
可用空间，将原本被割裂
的城市重新整合，真正做
到了“还地于民”。

民事不可缓。今天的
厦门，29.48公里地下综合
管廊已投入使用，这个长
度大约可以环绕厦门岛大
半圈，另外还有60.57公里
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当
中。根据厦门市城市规划，
预计到2030年，全市的地
下综合管廊长度将超过
310公里。

然而，厦门城市规划
者的雄心，远不止于此，他
们力图将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工程打造成为未来城市
的“主动脉”和“生命线”，
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

“厦门样本”而不懈努力。
（据新华社报道）

“大学新生群”骗局频现
8月以来，录取通知书

相继到达“准大学生”手
中。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学
生活，去“新生群”里“抱团
取暖”或咨询学长、学姐，
成为不少新生的首选。近
日，记者调查发现，在QQ
平台上，包括北京、黑龙
江、吉林等地山寨“新生
群”乱象频出。有人建群
后，向2017级新生每人收
取数元入群费；还有人瞅
准新生，将已有的普通群
改名为“2017级新生群”，
吸引新生入群，在群里发
兼职广告赚取提成；或以
学长、学姐名义，骗取新生
钱财。

以大学名义收费

近日，南开大学被指
出现“借该校新生群名义，
向入群新生收费”的现象，
引发关注。记者注意到，8
月13日，在一个名为“南
开大学2017新生总群”的
QQ群中，管理员发布通
知称，“拟定收取群费，每
人每月5元”，表示收取的
费用将用来“进行内部建
设”，具体为：购买2000人
的群权限，支付给（办讲
座的）主讲人报酬，给建
设小组的工作人员报酬
等。

随即，这则“每人每月

收取群费5元”的消息，引
发群内学生质疑。有学生
询问该群是否为学校“官
方新生群”，也有人询问
发布消息的管理员是否
为该校学生，以及收费是
为了提供服务还是欺骗
新生。

对此，南开大学近日
在其官微上发表声明称：

“经向辅导员核实后，发
现为骗局。”声明中提醒，
凡是要求收取入伙费、内
容费等的个人，都是诈
骗。有时虽金额较低，但
也会助长犯罪气焰，因此
请各位同学谨慎辨别，避
免上当。

多所高校回应：未设

官方“新生群”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
“南开大学2017新生总群”，
QQ群名为“北京邮电大学
（宏福校区）群”、“延边大学
2017新生群”、“黑龙江大学
2017新生群”等，也都设置
成付费数元才能进群。

8月26日，北京邮电大
学（宏福校区）综合办公室
工作人员就“新生群”表
示，该校“从来没有建立过
这种官方QQ群供学生交
流。对于群里有自称学姐
学长的人，学校也无法确
认”。校方提醒称，开学后

学校会开展一系列入学教
育，但“开学之前，没有建
立供新生交流的这类渠
道”。同时，延边大学招生
办公室工作人员也回复记
者称，该校“没有建立过供
学生交流的官方QQ群”，
并提醒学生注意这些打着
学校名义的“新生群”，可
能出现骗局，“一旦出现强
制收费的情况，可以及时
与学校的老师联系。如果
涉嫌诈骗和敲诈勒索，可
以直接报警。”

律师：或涉嫌诈骗

对于有人假借某某高

校“2017级新生群”之名行
骗一事，北京市康达律师
事务所韩骁律师表示：“根
据《刑法》等相关规定，如
果这些打着高校名义发广
告、骗新生的行骗者，其违
法所得达到3000~10000元
以上，则可能涉嫌诈骗罪，
可以直接报警。数额达不
到刑事案件标准的，可以
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四十九条，涉嫌诈骗的，处
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
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1000元以下罚款。”

（据《北京青年报》）

厦门谋划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新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