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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程行欢
报道：“5·22”广州特大暴雨 ，触
发了广州市巨灾指数保险的赔
付 阈 值 ， 最 终 赔 付 金 额 高 达
1334 万元 。 据悉 ，这是自 2019
年巨灾保险在广州落地以来 ，迄
今数额最大的一笔赔款。

根据广东省气候中心 5 月
26 日出具的最终灾害报告 ，本
轮 强 降 水 成 灾 指 数 高 达
27.55% ， 其中日降雨量≥300
毫米的站点个数达到 6 个。 经过
人保财险广州市分公司核赔计
算 ，巨灾保险共保体最终将支付
广州本次暴雨灾害赔款 1334 万
元 ，该公司当天即向广州市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交付了巨灾保

险定损赔款书。
此外 ，本次强降水除了触发

巨灾保险赔付， 也触发了广州市
政策性蔬菜气象指数保险 （简称
“蔬菜保险”）在市内多地的赔付。
据人保财险广州市分公司介绍 ，
该公司负责承保的白云、花都、增
城 、番禺 、南沙五个片区 ，数百名
蔬菜种植户在本次大灾中均有不
同程度受损 ， 仅白云区就有约
2900 亩蔬菜受灾 。 根据保险合
同约定， 该公司 5 月 26 日开始
向白云区 273 名种植户支付赔
款，并将陆续向花都、增城、番禺、
南沙的蔬菜种植户进行赔付 ，预
计该公司“蔬菜保险”的全市赔款
总额将超 270 万元。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黎存根报道：昨
日，适逢六一儿童节前，广州长隆野
生动物世界两只新出生的第三代亚
洲象宝宝首次露面。 长隆宣布，从即
日起至 6 月 1 日 12 时在长隆旅游官
方微信、微博渠道为这两只小象全国
征名。

最近， 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亚
洲象园双喜临门，二代亚洲象“伊拉”
和“莉娜” 经历了长达 21 个月孕期
后， 都第一次当上了妈妈， 分别成功
诞下一头可爱的亚洲象宝宝， 这是园
区繁育的第三代亚洲象。

作为中国最大的亚洲象种群繁育
基地之一， 目前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亚

洲象园现有 27 头大象， 加上这次繁
育的两头小象， 已经迎来 15 头亚洲
象的出生，并繁衍至第三代。

据了解， 两头小象目前还需要在
相对安静的环境成长， 暂时还不能和
游客相见。 但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
今年刚出生的长颈鹿宝宝、 金丝猴宝
宝、 巴西貘宝宝等珍稀动物， 已经与
游客们正式见面，“萌”态十足。

记者获悉，六一儿童节期间，长隆
旗下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 广州长
隆水上乐园、 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将推
出儿童节福利。 6 月 1 日至 5 日，每名
购全票成人可携带一名身高未达 1.5
米小童免费入园。

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
通讯员穗巡宣报道： 日前，
记者 从 广 州 市 委 巡 察 办 获
悉，十一届广州市委第十轮
巡 察 工 作 于 5 月 17 日 启
动，同步组织各区开展第十
轮交叉巡察。

据悉，5 月 17 日至 8 月 7
日期间， 广州市委 10 个巡察
组将对市教育局、市生态环境
局等 25 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常
规巡察，并对各区和市直相关
单位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 任务等重大决策部署
和省委、 市委部署要求的情
况，以及广州市东西部扶贫协

作和对口帮扶梅州、清远扶贫
开发工作情况开展专项巡察。
33 个区委交叉巡察组将对 11
个区的 83 个区直单位和企
业、6 个村的党组织开展常规
巡察，对 2 个街道党工委开展
巡察“回头看”，同时，各区还
另行组织区委巡察组对有关
单位、村（居）开展巡察。

广州市委巡察办同时还
公布了市委 10 个巡察组和
33 个区委交叉巡察组的组长
名单以及在巡察期间设置的
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和电子信
箱（详 见 网 址 ：http://www.
gzjjjc.gov.cn/gzsjw/tbgz/202005/
368736c615fb4ce28e865cce0a2ffc
c1.shtml）。

十一届广州市委
第十轮巡察启动
同步组织各区开展第十轮交叉巡察

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燕
华报道：为改善广州市荔湾区
体育场地缺口、广佛同城跨界
公共体育设施配置落后的局
面， 芳村体育中心将升级改
造。 近日，芳村体育中心地块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必要性
论证征询意见公示称， 基于
现行控规已无法满足建设需
求， 为加快芳村体育中心升
级改造工作， 特开展本次控
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未来，这
里将崛起一座集足球场 、羽
毛球馆、 游泳场馆及培训中
心于一体的综合体育馆 、开
放式体育公园等多功能的体
育设施。

本次控制性详细规划调
整范围主要为荔湾区芳村体
育中心地块， 西至洪石坊、南
至地铁广佛线菊树站、东至广
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北至增滘村。 总用地面积为
10.53 公顷。 控规调整范围位
于 AF0311 规划管理单元内，
该 规 划 管 理 单 元 面 积 为
131.50 公顷。

芳村体育中心是广州大
型公共体育设施， 有足球场、
篮球场、羽毛球场、网球场等。
2001 年九运会和 2010 年广
州亚运会期间，芳村体育中心
作为网球的比赛场地和训练
场地使用。

公开资料显示 ，2018 年
荔湾区曾就芳村体育中心升
级改造工程 PPP 项目进行过
招标，当时提出，翻新改造地
块西侧标准田径场及 11 人制
足球赛场， 设置 3000 人左右
的室外看台；同时翻新篮球场
4 处；在地块东南侧新建体育
馆一座， 建成集羽毛球馆、游
泳场馆及培训中心于一体的
综合体育馆；在地块中南部建
设现代化开放式体育公园，为
市民提供室外戏水、健身等活
动场地；建设地下一层面积约
18000 平方米、 机动车泊位
600 个的室内车库。

据悉，目前，芳村体育中
心的升级改造工作已在推进
中，今年 1 月其足球场已率先
闭门谢客进行改造。

芳村体育中心拟改造
优化广佛同城公共体育设施配置

“5·22暴雨”致全城443处积水

广州将提高新老城区排水标准

1334 万元！
广州市巨灾保险赔出最大一单

广州长隆新生亚洲象
第三代宝宝全国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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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临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通
讯员赵雪峰报道：5 月 27 日上午，
广州市水务局总工程师冯明谦率
局机关有关业务处室负责干部，到
广州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话务现
场接听群众来电。 在回答市民关
心的“水浸街”问题时，冯明谦通
报了 5 月 21 日晚至 5 月 22 日上
午的暴雨（以下简称 “5·22 暴雨 ”）
对广州造成的影响以及广州下一
步应对措施。 据悉，广州计划再投
入一笔资金，持续开展防洪排涝建
设工作。

“5·22 暴雨”让广州积
水点“爆表”

根据广州市水务局通报，“5·
22 暴雨”是一场降雨强度大、范围
广、面雨量大、小时雨强的暴雨。 5
月 21 日至 22 日 7 时 25 分，广州
除南沙区以外，其他行政区的累计
雨量均超 100 毫米，其中黄埔和增
城分别录得 378.6 和 325.1 毫米降
雨。 在强降雨影响下，流溪河太平
场水文站录得 10 年一遇的洪峰水
位，官湖水发生接近 20 年一遇的
洪水，南岗河发生超 10 年一遇的
洪水，派潭河发生 10 年一遇的洪
水，流溪河支流凤尾坑、金坑和乌
涌水发生了超 5 年一遇的洪水。 四

个中小河流站点 （街口 、派潭 、湾
吓 、活动陂 ）水位超警戒。

为提醒市民和相关基层单位
注意防汛防涝，广州市水务局曾在
今年 4 月 23 日通报全市有 128
处积水风险点。 根据该局 5 月 27
日对市民的回答，“5·22 暴雨”导
致广州出现 443 处积水， 数量远
超此前通报的 128 处风险点数
量。 全市占比数量最多、128 处风
险点数量占 30 处的增城区，“5·
22 暴雨”造成 208 处积水；128 处
风险点仅占 6 处的黄埔区，“5·22
暴雨” 造成 180 处积水； 没有占
128 处风险点任何一处的从化区，
“5·22 暴雨”造成 7 处积水；唯一
没有在“5·22 暴雨”中被通报有积
水的行政区为越秀区。

部分低洼地区汛期易产
生积水

广州市水务局在解答市民咨
询时表示，超标准降雨超出河涌管
网应对能力、遭遇外江高潮位河涌
水位顶托、地势低、排水能力不足
等，是“5·22 暴雨”造成广州积水
点“爆表”的原因。 如受雨情影响
较重的黄埔区，永和街永岗小学录
得全市最大累积雨量 378.6 毫米，
远超百年一遇降雨量（24 小时降

雨量 322 毫米）， 珠江街黄埔大桥
录得最大小时雨量 167.8 毫米，远
超百年一遇降雨量（1 小时降雨量
114 毫米）， 这些雨量造成的积水
均超过当地排涝设施处理能力 。
又如造成地铁 13 号线停运的增
城官湖地铁站周边积水，因官湖支
涌水位过高（即将漫顶），导致区
域降雨径流无法顺利排至下游，顶
托上游径流无法排除，造成较为严
重的内涝。 分析“5·22 暴雨”积水
点，广州市水务局还指出，部分天
然低洼地区或人工后期开凿的低
洼设施，在汛期易产生积水，且退
水时间长， 如地铁、 下凹式立交
桥、路桥涵隧等。 部分地区排水管
渠标准偏低、排涝泵闸设施陈旧、
河道排涝标准偏低等，也是造成积
水的原因。

新老城区排水标准均将
改造提升

广州市水务局在回答市民咨
询时表示，广州已就“5·22 暴雨”
对城市运行造成的影响进行整改，
已组织各区、 排水公司及时做好
“5·22 暴雨”水毁排水防涝设施的
抢修工作；对积水风险点周边排水
管网、河道等设施开展专项清淤、
疏浚。 一些应急抢险排涝措施，已

用在刚刚过去的“5·26 暴雨”防控
工作上。 在治理内涝的长效机制
上，广州将加快推进《广州市防洪
排涝建设工作方案 （2020 -2025
年 ）》出台实施，大力开展防洪排
涝建设， 落实完善骨干防洪潮体
系、提升片区排涝能力、提升水务

设施运行水平、强化行蓄空间管控
四大任务， 着力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 通过一系列措施，把新城区的
排水标准提高到 5 年一遇； 旧城
区按照统一规划、 分步实施的原
则，逐渐提高现有排水标准，达到
2 至 3 年一遇。

新出生的两头象宝宝和妈妈在一起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