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

试点，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广泛关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推出的海绵城市指标体系，将

包括在土地出让阶段即对开发商提出海绵城市建设方面的要求，

同时，道路广场、绿化、建筑与小区的海绵城市建设也将进入指

标体系。“比如，雨水在进入排水管前，可先由道路绿化带吸收一

部分；这样既减轻排水管的压力，又可充分利用水资源。”吕永鹏

说。2013年，吕永鹏的团队对黄兴公园的一处近100平方米长期

积水的地方进行了改造，经过两个月的改造，将水在高处蓄住，

并在浅层蓄渗，完全解决了积水的问题。之后，滴水湖地区、新江

湾城、杨树浦地区还有黄浦区的小东门，都按照海绵城市的标准

进行规划设计改造。

吕永鹏说，通过海绵城市建设，上海这座全球性城市将极大

提升应对内涝灾害的能力。比如上海规划应对百年一遇的暴雨，

通过海绵城市建设，上海应对内涝灾害的能力将得到极大提升，

可以大大降低“城市看海”的频率。

引领全国海绵城市技术发展
作为“海绵城市”规划设计专家，吕永鹏在全国开展相关培

训。他讲深讲透国家标准的关键点和创新点，帮助相关专业技术

人员结合本专业优势，将“海绵城市”核心成果更快更好地转化

为在工程实践中广泛应用的“拳头产品”。 并向十多个城市的政

府领导和规划设计技术人员等开展“海绵城市”技术培训，承接

了全国20余个城市的“海绵城市”、排水防涝规划和设计业务。

他和他的团队还针对南京、宁波、厦门、济南、西安、成都等数十

大城市的不同特点，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全力终结“城市看海”，

成为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

此外，吕永鹏还参与了“上海市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意见

研究”、“上海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体系研究”、“上海市海

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及“2016年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申报”

等项目，着力促进海绵城市技术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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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的建设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吕永鹏，

作为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这一项目的青年科学家，带领科

研团队日夜奋战、不畏艰难，研发出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海绵

城市建设技术体系，并应用于世博园区、临港新城、虹桥枢纽等

重大工程，成功实现70%的雨水消纳和利用率，显著提升了环保

效能并降低了雨洪风险。

为海绵城市乐此不疲
吕永鹏，1982年出生于四川，高考由于未能发挥正常水平，

录取的学校并不理想。不过他希望通过读研提升自己，大学三年

级开始认真备考。“每天凌晨4点我就到图书馆门口等着排队进

门，一直待到晚上10点闭馆。”一年多的时间风雨无阻，天天如

此，终于迎来了好消息，吕永鹏被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专业录

取，5年硕博连读。2011年，博士毕业后，吕永鹏进入上海市政工

程设计研究总院工作，从事城镇雨水调蓄和内涝防治领域，也就

是“海绵城市”技术的核心关键。

吕永鹏说，自有城市以来，人们就面临积水的困扰。上世纪，

欧美国家相继提出了“海绵城市”的理念，即城市能够像海绵一

样具有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

释放并加以利用，这是对钢筋水泥城市的反思。2013年，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要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

市”，现在，“海绵城市”作为国家战略，已在全国多个城市开展

吕永鹏：
研发海绵技术，
让城市不再看海

BIM团队用业内最先进的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投入深化设计，并实

现对施工生产的信息化管理。

通过BIM软件对施工进程的精确模拟，可为工程内许多建筑

物及基础设施选择最佳设计方案，并整合施工进度计划。通过采

集工程数据，建立数据库，在开工前，就能将所有施工工序前进

3D模拟和验证，预先解决和避免许多施工难题，并通过软件反向

生成2D图纸来指导施工，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

最初美方不理解什么是“青年文明号”。但当他们见证了青年

迎难而上，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本需几个月才能完

成的工作时，这些言语不通的老外也不得不竖起了大拇指。

在项目建设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中，车永兵和他的团队始

终奋斗在施工生产的第一线，精细管理、务实从严，用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在迪士尼的热土上倾注汗水。无论经历多少个技术

攻关的不眠之夜，经历多少严寒酷暑、台风暴雨，代表高度职业文

明的“青年文明号”精神始终激励着他们进步、成长，2014年，他

们再次被评为“全国青年文明号”。在竣工那天，他们亲手将一件

完美无瑕的“艺术品”，交给了整个世界。

“青年文明号”，化身迪士尼的“守护者联盟”
2013年的8月23日，这一天距离2016年6月16日，上海迪士尼

乐园的盛大开园之日已有三年之久，但对车永兵而言，当时的情景

仍历历在目。那天，他正式参与这个举世瞩目的工程，从此成为了

这一方建设的“守护者”。

初来乍到，项目部的工作如黑云压城般席卷而来，没有给他一

丝喘息的机会。上千张合同文本、总承包手册以及各类合同条款，

使得“梦幻世界”项目毫无悬念地当选集团史上合同要求最繁复的

工程。

早上五点半，车永兵的闹钟准时响起。早晨七点，他抵达工

地；晚上八点，才刚刚下班。时而夜宿工地办公室，时而通宵达旦、

不知疲倦。除了项目经理的本职之外，他还承担着另一个特殊的身

份——上海建工四建集团第二工程公司青年项目管理部“青年文

明号”的号长。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第二工程公司青年项目管理部成立于1994

年，1996年被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授予了“共青团号”，2001年又

荣获了团中央授予的“全国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多年来，青年

项目管理部积极投身上海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在东方绿舟、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楼、深水港商务广场、新天地国际酒店等项目

中，都有他们的身影。2013年初，在车永兵的带领下，“青年文明

号”化身“守护者联盟”，承建上海迪士尼乐园梦幻世界这个光荣

又艰巨的项目。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情况下，车永兵率领的“青

年文明号”在工程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高新技术，搭建起“梦幻世界”
“ 罗 马 不 是 一

天建成的。”

进度，始终是悬

挂在迪士尼梦幻世界

项目部的一把达摩克

利斯之剑；时间，俨

然是项目部最紧缺的

元素。梦幻世界项目

在建设之初，更像是

一个“幻想工程”：美

方只拿出少量的框架

和结构图纸，工程无

法顺利开展。重压之

下，为解决这一系列

难题，车永兵在BIM

技术在国内尚处于起

步阶段时，便在项目上成立建筑信息模型(BIM)工作组，带领着项

目部全体职工广泛借助这一技术，追逐着那看似近却又遥远的进

度。成功的应用也使得该项目“创造了中国的迪士尼速度”。

由于工程结构构造极端复杂多变，即便一些不起眼的小单体，

图纸信息量也很大，毫不夸张地说，迪士尼不足4万平方米的总建

筑面积，其隐含的工作内容不亚于几十万方的超大型项目，为此

车永兵：
背后藏着梦想的
“守护者联盟”

从佛山东平广场到上海迪士尼，车永兵始终出现在上海企
业最需要他的地方，在2016年五四期间作为上海市各级
青年代表接受市委书记韩正同志接见。年轻的他，早已练
成一副钢筋铁骨。也正因为如此，当得知自己被调往迪士
尼项目时，便匆匆收拾行囊，一下飞机就直奔现场。他身
为“全国青年文明号”号长，守护着这一方建设，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践行四建集团“精品先锋”的口号。

荣获上海市城乡建设交通青年人才发展计划杰出青年、上海市青年
科技启明星、入选上海市人才发展计划。

担任全国青年文明号号长、曾获全国优秀建筑师、全国优秀项目经
理等荣誉称号。

2015年6月16日的暴雨注定让很多人印象深
刻：上海市区内环、中环和外环高架道路的
部分路段出现了严重积水，整个交通受阻严
重。道路积水导致公交车运行缓慢，一些积
水路段的水面已淹至行人小腿处，人们只能
高卷裤腿在水中小心前行。网友调侃，“一
场大雨，上海瞬间变成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