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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信息技术、建成智慧系统，实现管网数据可视化

在郑州市老旧管网改造提升工
作中，供水管道的改造主要由郑州
水务集团负责。

“改造管网听起来好像不难，无非
是挖开路、换管子、再填上。”郑州水务
集团副总工程师苏喆说，“但真正的问
题是，在哪里挖开？换哪根管子？”

在超大特大城市，这个难题尤
为明显。

据介绍，郑州市城区供水管道
长度为 7000多公里，其中管道最粗
处直径 4米，可以通过一辆卡车，最
细的地方人连腿都伸不进去。供水
管道纵横交错，联结成网，大部分埋
在地下。苏喆感慨：“我们常说，蚂
蚁进去都会迷路，在错综复杂的管
网中找出老旧管网，谈何容易？”

好在，地理信息系统发挥了重
要作用。

滑动鼠标，郑州水务集团智慧
水务调度中心大屏上，一张覆盖郑
州市区的供水管网图逐渐清晰；轻
点图中的一处管道，图像放大，并显
示该处管道的使用时间、材质、供水
能力、服务范围等信息。

据介绍，郑州水务集团从 2004
年开始构建郑州市水务地理信息系
统。集团对原有管网图纸核实并实
地探查，实现了管网数据可视化、数
字化，又逐步建立起漏损控制管理
系统、管网在线监测系统等。

“20年来，我们不断完善系统，
已经涵盖郑州市全部供水管道。按
照市政府管网改造实施方案规定的
年限、材质等标准，我们在智慧水务
系统上排查一遍，就能锁定大部分
需要改造的供水管道。”苏喆说。

“在郑州市，水务、燃气和热力
部门已基本建成智慧管网系统。”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杜建强说，“这些系统已经成为城市
市政管网日常管理改造必不可少的
信息基础设施，为城市管网的持续
更新提供数据支撑。”

据悉，在前期摸排过程中，郑州
市有关单位对地下管网进行了全面
排查，共摸排出需要改造的燃气管
道 665.97公里、供水管道 264公里、
供热管道 233公里以及排水管道约
7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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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里子”工程。郑州市的地下管网超过2万公里，一刻不停地维系
着城市的运行。怎样对它们进行改造？人民日报昨日刊发《河南郑州市因地制宜推进“四管同
改”——老城区，持续更新精准服务民生》一文，深度解读郑州在取得群众支持的基础上，政企紧密配
合，因地制宜选择改造方式，统筹推进，最大程度便民利民，既护好城市“面子”，又管好城市“里子”。
本报今日予以编发，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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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市因地制宜推进“四管同改”——

老城区，持续更新精准服务民生
□人民日报记者 毕京津

核心阅读

老城区地下管
网运行时间长，有些
地 方 存 在 安 全 隐
患。怎样对它们进
行改造？河南省郑
州市利用智慧管网
系统摸排改造需求，
在取得群众支持的
基础上，因地制宜选
择改造方式，统筹推
进，做到工程效率和
便民利民兼顾。

河南省郑州市，
1300 万余人在这里
工作生活。郑州市
的地下管网超过 2
万公里，这些管网
犹如城市的毛细血
管，一刻不停地维
系着这座特大城市
的运行。其中，不
少管网始建于上世
纪50年代。

2022 年 1 月，郑
州市出台《郑 州 市
老旧管网改造提升
工作实施方案》，明
确 用 两 到 三 年 时
间，对运行时间过
长、老旧腐蚀、存在
安全隐患的城市管
网进行改造。

截至目前，郑州
市累计推进燃气、供
水、供暖和排水 等
四类管道“四管同
改”878 公里，兼顾
工程效率和便民利
民，为超大特大城
市推进城市管网改
造积累了经验。

冬季正是供热管道服务繁忙之时，但在
冬季进行健康路（黄河路—优胜南路）供热管
网改造，却得到了郑州市民的认可，这是怎么
回事？

“我们能保证 8小时内完成新老供热管
网的切换。”为进行健康路（黄河路—优胜南
路）供热管网改造，郑州市举行了一次跨部门
联席会议。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管网运行
维护公司副经理刘俊峰作为施工企业方的代
表，从技术角度论证了冬季改造的可行性。

为什么要主动增加难度，在冬季供暖期
改造管道？原来，健康路是郑州市著名夜市
街区，旺季时有上千家门店和摊位同时营业。

“传统观念上，我们当然可以选择非供
暖季进行改造。但冬季是夜市淡季，选择
这个时间是为了把对商户和消费者的影
响降到最低，最大程度便民利民。”杜建强
解释。

经市政府批准后，郑州热力集团与各部
门密切配合，选新线、埋新道，填埋一段，恢复
一段。仅用 20天，就更新铺设完成这段 870
米长的供热管网。

“工程最后一天，我们利用大多数市民上
班不在家的 8小时，迅速完成新老管网端口
切换，将管道直径从 250 毫米提高到 300 毫
米，最大热流量提高了两倍多。晚上居民回
到家里，不仅供暖没受影响，很多人还感觉家
里更暖和了！”刘俊峰说。

不拘泥于传统思维，因地制宜选择管网
改造方式，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写照。健
康路（黄河路—优胜南路）供热管网改造作为
郑州市老旧管网改造工程的先期探索，也为
后续大面积改造积累了经验。

为最大限度降低老旧管网改造对市民的
影响，郑州市不断探索新的施工方法。

在文化宫路排水管网改造现场，围挡不
大，在道路两侧留出了足够车辆、行人通过的
通道。每到道路交叉口，围挡就会终止，并在
下一段道路设立新的围挡。

“文化宫路这短短的 1.2公里，途经 11个
小区、学校和机关单位，特别是很多小区较
小，两个门都在这条路上。围挡若太大，会给
居民出行造成困难。”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中
心工程管理科科长刘坤说，“所以，我们选择
缩小施工场地，两侧留出足够空间给居民出
行；同时，为了不阻断交通，我们增加了围挡
数量，以避开岔路口。”

郑州市还制定了《城市综合隐患管线现
状分布图》和施工手册，将待改造的燃气、热
力、供水、排水管道四图合一，结合既有的老
旧小区改造、市政道路维修改造等项目和居
民出行规律，统筹推进改造。

“老旧管网改造是一个长期性、连续不断
的工作，一次集中改造，如何尽量长时间受
益？”王鸿勋说，“这次改造时，郑州市对改造
点位的安排，对管道材质、口径、布局的选取，
都参考了接下来10到30年的城市规划，为城
市未来建设提档升级持续提供助力。”

怎么改

取得群众支持、政企紧密配合，提高决策和施工效率

老旧管网改造涉及的部门多、层
级多，影响的群众多、企业多，如何促
使各方紧密配合，提高改造效率？

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开始后，一
场别开生面的展览在郑州市金水区
红旗路51号院举行。

只见一根 1 米多长、使用了 32
年、小臂粗细的燃气管道一头被封
堵，另一头灌入自来水，管道上有三
四处肉眼看不到的小孔冒出了水花。

“如果这样的管道不及时改造，
燃气就会不断泄漏。管道埋在地
下，若是燃气聚集，就容易爆炸。”郑
州华润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管网运行
部副经理张振宁向居民讲解。

改造燃气管道，需要挖开路面，
还要中断燃气供应，容易引起居民
不满，进而影响改造进度。郑州市、
区两级城管局密切联动，宣传普及
安全知识，帮助居民认识管道改造
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治理城市是为了服务人民，没
有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就做不好管
网改造这样涉及面广的城市治理工
作。”郑州市城管局宣传教育处处长王
冰说，《郑州市老旧管网改造提升工作
实施方案》中单独有一章节，专门强调
了宣传、动员群众的重要性。

不仅要取得群众支持，为提高决
策、审批和施工效率，郑州市还形成
了老旧管网改造的联席会议制度。

“改造涉及城管、规划、交管等
多个部门，区级政府、街道办事处
等多个层级，以及不同的施工企
业。”郑州市副市长王鸿勋介绍，
老旧管网改造联席会议制度由市
政 府 主 导 ，各 有 关 部 门 、单 位 参
与，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有问题现
场说，形成决策后，各部门配合执
行。“以市城管局牵头，我们还做
了一个线上联合审批系统，把管
网改造的最短审批时限压缩到一
天。”王鸿勋说。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从市级到
区级，再到办事处和沟槽开挖施工
队，不断强化信息沟通。“特别是管
道安装队和街道的土方施工队间，
磨合形成‘开挖一段、验收一段、铺
设一段、回填一段’的施工方法。我
们有时候还会连夜开挖、跟进铺管、
当晚回填，不影响第二天路面通
行。”张振宁说。

据介绍，群众理解支持，政企联
动配合，组织保障有力，郑州老旧管
网“四管同改”预计今年底将完成全
部原定计划。

为谁改

创新施工方法、参考城市规划，最
大程度便民利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