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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夜，强降雨来袭，济南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一座城市的防汛“十二时辰”
□ 本报记者 赵国陆

咔嚓！在电闪雷鸣中，8月1日夜间，济
南迎来今年汛期的首场强降雨。

小清河提前开闸降低水位，护城河提闸
泄洪，腊山分洪闸及时分洪，18座小型水
库、36座塘坝溢洪……一直处于备战状态的
城市防汛系统接受了一场实战检验。2日早
上，一夜大雨过后，除部分低洼地带和铁路
桥涵出现短时积水、临时交通管制外，济南
平稳度过了此次强降雨。

风雨24小时的背后，济南做了怎样的备
战？记者连日来蹲点多个防汛关键点，试图
破解这座容易内涝城市的防汛密码。

蹲守小清河

8月1日17时，济南市水文局历城水文中
心主任刘铭正准备离开黄台桥水文站时，手
机上收到一条刚刚发布的重要天气预报，当
晚有强降雨。天气预报加上多年的经验，刘
铭意识到，这场雨小不了！清点了一下观测
设备，他立即通知值班人员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黄台桥水文站下游5公里外的
小清河洪园闸，负责人卢居法接到济南市小
清河管理处副主任刘广泉的紧急电话：“预
报晚上有中到大雨，准备好开启小闸门，传
真随后就发……”挂断电话，卢居法提着饭
盒就赶到值班室。

传真一到，值班人员迅速做好准备工
作，17时30分，启闭机控制按钮准时启动，
小清河洪园闸1号小闸门缓缓升起。

半小时后，七孔闸门全部开启。这时，
刘铭给副手李克打了个电话：“晚上有雨，
赶紧先眯两个小时，估计半夜得去测流。”
测流是水文站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用专业
仪器按照规范获取水情数据，包括流量、水
位等，为防汛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同时留存
水文资料。

还没吃晚饭的李克一点困意都没有，他7
月31日刚值了24小时的班，8月1日加班检测
仪器，正准备把孩子媳妇从岳母家接回来，
给媳妇打完电话说了要接着加班的事儿，这
个身高1 . 83米的退伍军人就做好了再熬一宿
的准备：“今年这个八一节，送我一个大
礼。”

兴济河是小清河上游最为重要的一条支
流，一有大的降雨，南部山区的雨水就会通
过兴济河流入小清河。腊山分洪工程，能够
调节南部山区流入兴济河的水量，对缓解小
清河干流洪水压力，提高小清河防洪能力，
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小清河各管控环节为迎
接大雨做着各种准备的同时，腊山分洪工程
管理站负责人马光宗带着值班人员守在节制
闸旁，等待指令。

吃完晚饭，刘铭就开始盯着济南市雨水
情信息系统。22时，雨量明显增大，刘铭坐
不住了，给家人撂下一句“得去站上作准
备，等水来”，就冒着大雨走了。在医院工
作的妻子早已习惯了他这种一下大雨往外跑
的节奏，而她第二天一早去莱芜出差，两个
孩子只能交给老人带。

前线高度戒备，位于济南市龙奥大厦14
楼的济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也是灯火
通明，满墙大屏上，各种数据、图标不断变
化，全体值班人员各司其职，根据实时雨情
水情调度各个部门单位，紧张而有序。22时
20分，济南市今年首个汛情黄色预警从这里
发出，7分钟后，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全
力做好应急处置和抢险工作。

22时40分，雨下得最急的时候，刘铭和
李克都赶到了小清河北路二环东路交叉口附
近的水文站。57岁的“老水文”王朝臣正在
值班，三人冒着大雨，把声学多普勒流速剖
面仪搬上水文巡测车，准备“走航”——— 他
们要去测河水的流量。

随着降雨量的快速增加，卢居法接到传
真指令，洪园闸7孔大闸门逐步全部开启，最
大流量排泄城区来水。洪园闸没有照明灯，
卢居法和同事一手打着伞，一手抱着水电
筒，站在几十米的高台上，挨个观察闸门的
开启情况，确保各闸门正常工作。随着轰鸣
的水声，闸门全部顺利打开，河水迅速咆哮
而下。

23时30分左右，兴济河枢纽闸周边路灯
因为下雨跳闸了，一直在值守的马光宗，提
着强光手电不断地观察闸前水位。水位涨到
了27米，接到指令，开始启动分洪闸进行分
洪。之前演练过很多遍了，闸室里的操作员
熟练地按下按钮，液压启闭机缓缓地升起分
洪闸，河水迅速掉头向西，直奔玉符河，最
终流入黄河。兴济河上的三个节制闸门落
下，不再向小清河放水。水文测流小组随后
赶到现场，对分洪流量进行观测。

8月2日0时13分，刘铭三人采集完符合规
范的数据，赶回水文站之后，紧锣密鼓地计
算、分析，这是一个分秒必争的过程。数据
第一时间上报系统，洪峰达到了每秒188立方
米。雨量、水位、流量是防汛调度最为关注
的数据，也是济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决
策最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凌晨2时，李克看了看气象网说：“今晚
没觉睡了。后半夜还有雨，咱们等着吧。”

5时，天刚放亮，他们开始第二轮测流。
王朝臣一边搬设备一边向记者解释，水位有
了20厘米-25厘米的变化，就要测流量。不间
断测流，主要是为了留存水文数据。虽然遥
测数据全部实现自动上传，但仍然需要人工
校对，防止设备故障和误差。

上午10时，济南的汛情黄色预警解除，
防汛Ⅲ级应急响应终止。刘铭根据水位变
化，又组织了两轮测流，主要根据这些数据

来分析，今年小清河综合整治之后，对排洪
带来多大影响。

流量和水位稳定之后，洪园闸的卢居法
接到调度指令，下午1点开始逐步关闭七孔大
小闸门，恢复正常景观水位。

风雨24小时后，重归于平静。

物防+技防+人防

随着雨带北移，济南迎来每年一度的
“七下八上（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防汛
关键期，这场强降雨，就很有代表性。

济南的市民或许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睡
梦中，这座城市的防汛工程，度过了一次
“考试”。绝大多数市民看到的是上午收到
的汛情信息：水库、河道、塘坝未出现险情，各
类防洪工程运行正常；由于降雨强度较大，城
区部分低洼地段和铁路道桥出现短时积水，一
些路段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对城市晚间交通
造成一定影响，目前情况已解除。

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办公室副主任唐瑞钦
告诉记者，济南地势复杂，南部陡降、北部
平缓，南北狭窄落差大，加上城市快速扩
张，基础设施跟不上，容易发生内涝。工程
防汛在城市防洪减灾中发挥关键作用，济南
以南部水库、城区分洪工程、北部小清河等
构建了坚实的防御基础。

三伏天的卧虎山水库笼罩在薄雾中，已
经一个月没有出水的溢洪闸终于溢洪。每天
早上6点多，水库管理处防汛科科长王卫东准
时收到一条短信，报告水库的水情、雨情。
这种短信，6月1日至9月30日，每天1条，雷
打不动，如果睁开眼摸起手机没收到水情雨
情信息，王卫东心里就不踏实。

卧虎山水库是济南城区防洪第一关：防
山洪。如果没有这个总库容达1 . 195亿立方米
的“大水缸”，一旦遇到强降雨，南部山区
的洪水将直扑25公里外的主城区。

8月1日夜间的这场强降雨之前，卧虎山水
库水位持续低于121 . 5米的出水下限。根据防
汛要求，汛期之前卧虎山水库要降到127米的
汛限水位以下。由于农业灌溉和生态补水的需
要，在6月水位就已经到了121米左右，提前腾
出2500万立方米的库容，应对主汛期的降水。

卧虎山水库作为济南第一个大型水库，
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和加固，防洪标准大幅
提高。走在985米长、37米高的大坝上，可以
看到坝坡上新装了一排金属矮桩。“这是今
年刚安装的GPS观测点，一共28个点位，另
外有两个配套的基站。这相当于给水库大坝安
装了一套动态心电图，24小时实时观测坝体的
水平位移和竖直位移。”王卫东说，这套高科技
设备替代了全站仪的定期、局部观测，自动
测出大坝任何变化，精度达到毫米级。

为了实时掌握水库浸润线以下的土石坝
压力，卧虎山水库今年更换了全新的传感器
系统。这好比一个血压仪，通过安装在坝体
上的水下传感器，监测水压和渗水情况。

在溢洪闸出口外20米的测流段，王卫东
指着一排新设备说，这是一套先进的流量监测
系统，由3个雷达和5台多普勒组成，根据水深
和流速，可自动快速精准计算出泄洪量。

在水库管理处4楼值班室，成排的电脑屏
幕显示各种监测数据。“这个大屏是今年汛
期前刚启用的，直通省水利厅，能够远程视
频实时调度。”王卫东说，科技手段为防汛
插上了翅膀，但人防不能松懈，今年修订了
防洪预案，目前全员24小时轮班，成立了50
人的抢险预备队，以战时状态应对可能到来
的强降雨。

大坝南端的溢洪闸，是水库最为重要的
“机关”，主汛期到来之前就进行了全面检
修，用值班人员的话说，电源是“双保
险”：独立的双回路供电，另外还有应急发
电机备用。

有了新科技的保驾护航，这座始建于
1958年的水库大坝，仍发挥重要作用：汛期
拦蓄削峰，先拦住洪水，再细水长流，灌溉
抗旱、饮用供水、生态补源……

卧虎山水库下游就是玉符河，这条流入
黄河的支流，通过一个腊山分洪工程，可以
替小清河分担市区来水的三分之一。7月28
日，兴济河西路安澜北路交叉口的腊山分洪
枢纽闸静如平常，兴济河露出大半河床，分
洪闸外漂满浮萍。旁边的闸管站却是另外一
番景象，人员24小时值班，每两个小时巡视
一遍备用发电机、燃料、配电室、启闭机等
设备，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一有重要天气全
体人员提前到岗到位……

记者跟随值班人员刘晶来到发电机室，
她熟练地演练了一遍紧急状态下启动发电
机，“平时是两路10KV电源为液压启闭机提
供动力，两个独立电源都断了的极端情况
下，就使用发电机应急。我们经过专业培
训，熟练掌握这些操作流程。”

腊山分洪工程管理站的郑磊说：“给我
们的反应时间只有30分钟，必须提前确保设
备正常运行，闸门提得起、放得下，做到万
无一失。”

兴济河枢纽闸的值守人员是清一色的
“娘子军”，目前一共11人，四班三运转，
主要任务巡查巡检设备。之前节制闸2号闸门
一侧液压设备出现油渍，就是细心的她们发
现之后迅速上报，施工厂家在随后的维保中
确认是油封漏油，及时采购配件并修复。如
果不及时发现并更换，可能会因压力不足影
响液压闸门启闭。

这个工程是2007年后建设的。“主要就
是拦截小清河上游兴济河、大涧沟、陡沟三大
支流的洪水，导入玉符河，从而减轻小清河的
泄洪压力。”郑磊介绍说，小清河黄台水文站的
水位达到21 . 5米，就会根据指令实施分洪，落
闸之后兴济河的水就改道西流入黄。

去年台风“利奇马”登陆，济南持续三
天特大暴雨，小清河沿线防洪压力骤增。腊
山分洪枢纽闸接到指令：立即分洪，为小清
河下游排洪争取时间和空间。市区三分之一
的洪水立即改道。持续分洪41个小时，将600
万立方米（相当于5个大明湖）的洪水截留，
导进黄河，大幅减轻了小清河的泄洪压力。

8月1日夜间的今年汛期第一场强降雨，
洪峰最高达到了每秒188立方米，排洪速度大
幅提高。业内人士认为，这与小清河全线整
治、提高了设防标准有密切关系。

小清河是济南市区唯一的泄洪出口，主
要支流28条，济南几乎所有的山洪性河道、
排涝河道都汇流进这里。最上游在济南西客
站附近经睦里闸与玉符河相通。

在历城区华山街道办事处洪园村西南方
向，一座七孔拦河闸横亘于小清河干流上。
“洪园闸是小清河最重要的一个控制性工
程，”卢居法告诉记者，现在保持正常景观
水位20 . 6米，满足游船通航需求。每到预报
有雨，提前开闸放水降低水位，如果雨没落
下来，就重新落闸蓄水。宁可十防九空，绝
不失防万一。“我们都有防洪预案，下大雨
的时候按照指令提小闸门，暴雨的时候开启
大闸门。我们实行双岗24小时值班，谁也不
敢大意。”

“在主汛期前，每天500多辆渣土车、
200多辆挖掘机施工作业，河底宽度从30米左
右拓至100米，两个应急泵站达到运行条件，
小清河防洪综合治理工程主体已经在6月30日
完工。”济南市小清河管理处工程科科长温
学强介绍，小清河济南城区段的防洪标准全
部提高到100年一遇。

同时，在济南遥墙新建了5 . 3平方公里的
小李家滞洪区，总滞水量356万立方米，遭遇
洪水时，可以实现开闸分洪，与沿线的华山
湖、白云湖、芽庄湖联合发挥滞洪作用。

彻夜无眠的“哨兵”

在防汛最前线，有一群“哨兵”，无惧风
雨，闻“汛”而动，为防汛提供基础数据，他们就
是水文监测站里的观测人员。记者在蹲点采访
时，在黄台桥水文站和他们度过了一个通宵，
看这些幕后“哨兵”的真实工作状态。

8月1日下午，在黄台桥水文站，刘铭这
么形容水文站的定位：我们就是汛期洪水防
御战的“烽火台”和“哨兵”，重点关注雨
量、水位和流量，为防汛调度提供依据。济
南市水文局在各大重点防汛地带都有“眼
线”，哪里水位高、水库蓄水超警戒线、实
时雨量多少，都能第一时间掌握。8月2日0时
左右，强降雨使得济南小清河水位明显上
涨，值班的测流小组把价值几十万元的声学
多普勒流速剖面仪搬上巡测车，迅速开到二
环东路桥边，通过绞车，缓缓地把仪器放到
河里，沿着107米的河水断面，走一个来回，
采集数据。

由于大水从上游冲下来的杂物太多，刘铭
三人开着巡测车缓慢地沿着桥边反复“走航”
了四个来回，终于成功拿到数据。随即收起设
备，返回水文站，马上进行测算，上报数据。

黄台桥水文站是国家基本水文监测站，
始建于1916年，也是山东首批水文站。济南
市的防汛预案基本上以这里的数据为参考坐
标，大明湖、护城河、腊山分洪闸等市区的
涵闸启闭，以及小清河下游几个市也把黄台
桥水位作为防洪风向标、警戒“烽火台”。

“王老，您就是一雨神，一值班准下
雨，替班都能赶上下雨。”紧张地忙活完，
刘铭对着到处找饭吃的王朝臣开起了玩笑。6
月26日那场雨，他和王朝臣还有潘丽媛值班
测流，半夜去接潘丽媛时，她四五岁的孩子
惊醒之后抱着妈妈哭成了泪人，但防汛测流
一刻不能耽误。他记得干完活凌晨4点了，王
朝臣也是饿得满大街找吃的。

“如果我在水文站干到退休，最大的遗
憾就是一辈子去不了海边。”干了17年水文
工作的李克说，孩子9岁多了，一次也没有全
家去海边玩过。这个工作汛期是不可能请假
的，6月1日-9月30日，全员轮班上岗。到了
10月份，海水凉了也不愿去了。

“那就冬天去海南呗！”刘铭嘴上说得轻
巧，其实他的两个孩子暑假就从来没陪过。

他们一边聊一边盯着水位数据，水位出
现明显变化时，他们就要再去走航测流。预
报后半夜还有一场雨。

2时30分，窗外闪过一道白光。“打闪了
吗？”刘铭揉揉眼睛说，记者告诉他也可能
是二环东路上的大车开了远光灯。他不放心，
就跑到楼顶看看，果真雨又下了起来！

他打开手机看了看微信群，莱芜水文中
心的同事发了个照片，正拿着计数仪，在河
里涉水测流。“今天晚上估计所有的水文站

同事都没觉睡了。”
3时，李克困意难解。“去年‘利奇马’

来的时候，我这么熬了4天，刘铭撑了5天，
加起来睡觉时间也就几个小时。这个活不熟
悉的替不了，只能硬扛。”

在后面的12小时内，刘铭又连续组织了
三次测流，记录水位涨落与流量的关系以及
变化趋势。仪器移动的速度不能超过水流速
度，否则测出的数据不准。别看这107米的测
量断面，他们有一年曾经开着巡测车在半离
合状态下走了一个多小时。

水文监测作为防汛的重要基础和依据，
“烽火台”的价值决定了这项工作容不得半
点马虎，而这群在风雨前线的“哨兵”，知
道他们守护的是睡梦中的整座城市。

□记者 赵国陆 报道
图①：8月1日17时30分，济南小清河洪园节制闸开始提闸放水，降低水位。 图②：济南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各种雨情水情数据实时更新。 图③：8月2日5时许，济南黄台桥水文站工作

人员在小清河边准备测河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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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国陆

今年济南汛期形势复杂，预报汛期降雨较
常年偏多2-5成。防汛救灾是一场大考，考验着
一个城市的防灾救灾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兵
来将挡，水来土掩，防汛救灾必须与时间赛跑。
连日来，记者在蹲点采访各个防汛要害时，深
切感受到，物防、人防、技防三股防汛力量有机
融合无缝衔接，织密城市防汛一张网。

济南有394座各类水库、2000多座塘坝、
23条主要河道……每到一处，总能看到“宁
可十防九空，绝不失防万一”的标语。防患
于未然，“耳目”必须灵敏，气象、水文等
及时准确预报雨情、水情等气象数据，为科
学调度和决策提供依据争取时间。今年，济
南市政府列支1200万元备足备齐各类防汛抢
险物资，包括冲锋舟、应急照明车、无人
机、多功能救生杆、遥控救援机器人、大功
率排水车等。济南市应急管理局组织7支市级
防汛抢险突击队、16支社会力量应急救援队、
40多支区县救援队……2800多人在岗待命，构
建政府主导、属地管理、全社会参与的防汛应
急抢险救援体系。预案准备、队伍准备、物资准
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

在防汛的每个环节，科技的力量都显得
尤为重要。但每一项“技防”都离不开“人
防”，每一条“防汛链”都离不开“责任
链”。入汛之初，济南就明确了防汛抗旱行
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名单，汛前培训
今年改为线上，疫情防控不误提升能力。在
防汛最前线，总有一群让人感动的“战士”
在值守，为这座城市撑起保护伞。

用担当

筑起防洪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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