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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时政

本报讯 昨天，杭州市建委正式发布了杭

州绿道LOGO以及三年行动计划——

未来三年，杭州全市将新建绿道1000公

里、提升改造绿道 1000 公里，城市建成区绿

道网密度达到 1 公里/平方公里，70%以上城

市建成区实现 5 分钟可达绿道网，杭州市域

形成“两轴两连九射多环”的绿道空间结构。

杭州绿道有了自己的LOGO
舒展的荷叶上，将“杭”字变幻成荷叶的

脉络，仿若杭州阡陌纵横的绿道网络，绿色又

诗意。

昨天，杭州市建委（杭州市绿道建设推进

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正式启用杭州绿道标

志，今后，全市绿道将在沿线游步道地面、景

观小品、标志标牌、区域附近指引牌等位置，

都将盖上“官方标志”。

杭州市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还将

考虑在条件成熟的绿道开发马拉松、自行车、

毅行赛事等，到时候杭州绿道官方标志也将出

现在各类奖牌、文化衫、参赛装备包等上面。

杭州今年已建绿道225.6公里
临湖而建的绿道，景色宜人，微风徐徐，

每段都有不同体验，有些是建在水面上的，有

些是爬坡的，有些在林阴深处。骑车或是散

步其间，无比惬意。

这说的就是临安青山湖环湖绿道。这条

路道全长 42.195 公里，与国际马拉松赛程一

致，目前已经实现全线环湖贯通，并对外开放。

据杭州市建委透露，截至7月底，全杭州

绿道建设已完成项目42个，总长225.6公里，

实现开工率100%、完工率55.8%。

除了野趣舒适的青山湖环湖绿道，今年

还有不少绿道美景已经建成或即将亮相。如

兰里景区红蓝色调的游步道贯穿兰里景区、

绕城村与华联村。周边居民们说，原来周边

河道又脏又臭，现在成了一个后花园。到今

年9月底前，有空中栈道、水岸樱花等景观的

六号港绿道也将建成。富春绿道江滨西大道

北段也将在9月底前基本完工。正式开放后

的富春绿道，将打通富春江第一大桥至东吴

文化公园之间的绿色线形开敞空间。

今后将推8大类、30个精品环线

从三年计划来看，杭州今后的绿道建设，

更多的是区域绿道全面贯通。今后大家会在

运河、上塘河、西塘河、余杭塘河、萧绍运河、

北塘河、东苕溪等骨干河道，看到更多精品绿

道线路，包括环湖绿道、沿山绿道、沿江绿道、

沿路绿道、沿河绿道、湿地绿道、公园绿道、乡

村绿道总共有8大类30个精品环线。

除了大环线的绿道，还要加密中心城区

绿道网密度，提升建成区绿道覆盖率。当然，

农村绿道也不会少。包括大径山美丽乡村绿

道、山里王村绿道、桐庐县新合乡旧庄溪绿道

等，都是重点建设工程。

本报记者 余雯雯 通讯员 杭建宣

杭州绿道LOGO正式启用，同时发布三年行动计划

新建改造各1000公里 区域绿道全面贯通

台风“利奇马”过后
地质灾害隐患点多了400多处

昨天，钱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受

“利奇马”影响，浙江新增了 400 多处地质灾

害隐患点，危及4000余人。这些点刚刚完成

初步排查，其中大多集中在台州、杭州、温州

等地，除了对隐患点实施除险加固工程外，还

有不少居民或许将面临整体搬迁。

为什么一场台风之后，浙江新增了这么

多地质灾害隐患点？

“在这之前，全省有 1400 多处地质灾害

隐患点，过去的判断标准是这个地方历史上

有没有发生过山体滑动和不稳定；修公路、山

脚建房等施工和人类活动有没有造成山体新

的裂痕和不稳定。这套标准也是国家标准，

施行了很多年。”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坦

言，为了防止像临海桐坑村这样的灾害再次

发生，必须建立一套符合浙江实际的隐患管

理新标准。

新的标准综合考虑了山体高程、坡度、植

被、地形、地貌、水文、受灾人口、工程活动情况

等因素，特别是小流域上下游灾害链的影响因

素。今后，不只要管控地质灾害隐患点，还要

管控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当灾难即将来临，

要紧急转移的不仅是受隐患点威胁的某个村，

还有所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区域内的所有

人。这种更改设置的理念，有点类似建防洪大

坝，把抵御 50 年一遇洪水的标准提升到 500

年一遇，也是浙江领先全国的一种探索。

山区建房要远离隐患点
整体搬迁仍有难度

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土地资源紧张，山

区居民造房子的空间很有限。

省地质勘查局专家说，山区群众通常喜

欢在山脚、河边、崖口等地建房，殊不知这些

地方的地质灾害隐患更大。山区修路，农家

在切坡造房等行为，都会导致切坡失稳，引发

地质灾害。

今年 6 月 6 日，一场大暴雨引发江山贺

村镇礼贤村万青山自然村突发坡面泥石流，

山脚一幢三层民房的一楼被泥石流淹埋，两

名村民被埋。

地处浙南山区的丽水，早在10多年前就

开展以拆迁安置补偿、安排就业等方式，引导

山区居民往平原集镇搬迁。

2017年，省自然资源厅在全省开展了以

避让搬迁为主、搬迁与治理相结合的地质灾

害隐患综合治理“除险安居”三年行动。

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已基本消除 30 人

以上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 991 处，减少隐

患数量4531处，减少受威胁人数13万余人。

“这些地方的群众，有的已经另择他地建

房安居，更多的人则是选择农转非，搬迁到了

平原地带的中心城镇生活。年轻人更容易接

受搬迁，一些老年人因为故土难离的情结、长

期农村生活的习惯，接受搬迁还有难度。”

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浙江，

地质灾害高风险态势仍将长期存在，地质灾

害防治依然任重道远，地质灾害防治永远在

路上。

仅仅12分钟，约1000立方米的土方倾泻而下，山体滑坡

真的发生了，8名正在德清莫干山镇上皋村一处50立方米公路

小塌方处抢险的人，与灾难擦肩而过。

他们之所以能及时撤离捡回性命，多亏收到了警告信息。

这是8月11日中午，台风“利奇马”登陆浙江后发生的真实

事件。危急时刻，及时发出警告信息、拯救了这8人生命的，是

来自我省地质勘查局下属二六二大队的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和

当地政府部门。

“利奇马”引发的自然灾害导致永嘉、临海、临安多地人员

伤亡，其中，临海市东塍镇桐坑村的山体滑坡地质灾害，瞬间压

垮了一栋民房，滑坡方量约16000立方米，导致3人被埋；永嘉

县岩坦镇山早村因上游山洪暴发、下游山体滑坡、村庄水位陡

涨引发自然灾害，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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