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雨预警解除 今后三天仍有降雨
截至7日18时，70座大中型水库泄洪，1650座小水库蓄满溢洪

□ 本 报 记 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梁之磊

8月4日早上，在淅淅沥沥的小雨
中，青岛市即墨区污水处理大干正酣：
污水处理池里浊流滚滚，日处理20万吨
污水，产生污泥200余吨。随着汛期的
到来，上个月的污水量比平时增加了
20%。

而在另一端，絮凝、叠螺、板框、
干化、碳化……一道道全自动化工序将
污水治理的产物“回炉再造”——— 将污
泥转化成无害物料，变成可用作生产砖
块的原料。记者发现，由于全程采用自
动化管理，偌大的生产车间内难觅人
影。

“污泥是污水处理的必然产物。应
对汛期处理压力，我们正在满负荷运
行。”即墨区污泥处置中心相关负责人
谭靖介绍，随着污水达标排放处理率的
不断提高，污泥处置成为整条产业链较
为突出的短板，这给污泥处理工作带来
极大挑战。

据了解，目前，我国污泥处置普遍
采用填埋、肥料和焚烧等方式，填埋占
用空间，并容易对空气、土壤、地下水
等产生污染；肥料中的重金属未作处
理，使用范围受到限制；焚烧成本高，
环保压力大。“由于产量大，成分复
杂，技术难度大，大部分污泥未得到稳
定化、无害化处置，容易造成二次污染。”谭靖说。

为解决污泥处置难题，即墨区采取PPP模式建设污泥处
置中心，利用先进的碳化热解技术，日均处理含水率80%的
污泥220吨，并将污泥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 处理后的碳
渣含水率5%以下，可进行建材、土壤改良和绿化等资源化
利用，实现垃圾变废为宝。

为避免运输中产生二次污染，即墨区在污水厂内建设污
泥处置场，经过“叠螺浓缩+板框压滤+热风干燥+高温碳
化”等工艺处理后，实现了污泥的减量化、无害化、稳定化
和资源化，确保了污水的集中、高效、稳定处理。

“热风干化就是通过热蒸汽令原本含水率在97%的污泥
完全脱水至30%，原理就像烙薄饼皮。”谭靖说，随后，经
过干化的污泥再进行高温碳化，在700℃-1000℃的高温
下，将污泥中的病原体杀死，将重金属变成惰性金属，“就
像在焚烧炉内人为制造沙尘暴，不断地控制送气，而污泥就
在炉内翻腾逐渐被烧红直至成为残渣。”

据悉，污泥碳化过程也是热解释放热能的过程，焚烧过
程所产生的余热同样不会浪费，释放的热解气会被输送至干
化设备内，进行污泥干化，实现节能降耗。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污泥资源化处置工作的顺利开展，
即墨区建立了污泥产生、去向的详细台账，污水处理厂和污
泥处置场地设置了在线监控，实现了对污泥产生、贮存、运
输、处置的生产经营、环境管理和资源化利用的全过程、无
缝隙监管。

□记 者 方 垒
通讯员 翟怀明 叶文 报道

本报济南8月7日讯 水情专家24小时滚
动会商、55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迎洪……
自8月5日起，我省迎今年以来覆盖范围最广、
强度最大降雨，全省除东营、滨州的北部和半
岛东部地区之外，大部分地区都出现过暴雨，
局部地区大暴雨、特大暴雨。记者从省水利厅
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部分河湖出现洪水过
程，先后15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全省水
利系统全力防范、有效应对，目前全省水利工
程运行平稳，没有接到险情报告。

省气象局降水数据显示，8月5日14时至
8月7日16时，全省平均降水量75 . 0毫米，
折合水量约117 . 8亿立方米。各市平均降雨
量：枣庄145 . 8毫米、济宁125 . 7毫米、菏
泽121 . 5毫米、泰安103 . 2毫米、临沂97 . 7
毫米、德州72 . 9毫米、日照67 . 3毫米、聊
城66 . 9毫米、潍坊60 . 8毫米、济南53 . 8毫
米、淄博50 . 0毫米、滨州47 . 7毫米、青岛
41 . 8毫米、东营41 . 6毫米、烟台27 . 1毫
米、威海16 . 5毫米。

根据当前雨水情，省水文局于8月7日6
时、7时分别发布南四湖洪水预报和沂沭河洪
水预报；9时29分发布南四湖洪水蓝色预警。7
日11时，省气象台解除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和
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工程调度方面，降雨来临前，全省55座大
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迎洪，预泄水量1 . 79亿立
方米，强降雨区河道拦河闸及时开启，橡胶坝
塌坝运行。截至7日18时，全省有15座大中型
水库超汛限水位，正在调洪；70座大中型水库
泄洪；强降雨期间全省一度有1650座小水库
蓄满溢洪。目前，全省水利工程运行平稳，没
有接到险情报告。

今年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570 . 7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多32%，较去年同期偏多98%；
入汛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392 . 2毫米，较常
年同期偏多25%，较去年同期偏多80%。全省
大中型水库、南四湖、东平湖总蓄水量68 . 81
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多蓄22 . 81亿立方米，
较去年同期多蓄24 . 58亿立方米。

目前来看，全省大部地区降雨已停止或
减弱，但鲁东南和半岛南部地区仍有降雨。具
体来看，8日白天上述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
暴雨并伴有雷电，8日夜间到9日白天，多云转
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9日夜间
到10日白天，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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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颈雉
野外特征：雄鸟尾长而体色艳丽。头黑具光泽，有耳
羽簇，眼周裸皮鲜红色。有白色颈圈。身体披金挂
彩，满身点缀着发光羽毛，从墨绿色至铜色至金色；
两翼灰色，尾长而尖，褐色并带黑色横纹。雌鸟色暗
淡，周身密布浅褐色斑纹，眼周白。雄鸟单独或成小
群活动，雌鸟与其雏鸟偶尔与其他鸟合群。栖于开阔
林地、灌木丛、农耕地、草地等多种环境。
（孙劲松 拍摄）

济南在全省率先

实现地方标准有章可循

动态管理，复审周期不超5年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胡艺萌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标准是世界“通用语言”，是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日前，济南市在全省率先出台《济南市
地方标准管理办法》，为满足济南市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
特殊技术要求，可以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社会事业等
领域制定地方标准。

《办法》规定，地方标准的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国家
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同时鼓励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
准。

提高地方标准质量，《办法》规定起草人员由相关领域
的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和标准化专业人员担任，应当
充分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资料，并对调研情况和相关资料开
展综合分析和试验验证。主要起草单位应当书面征求有关行
政主管单位以及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消费者组织、教育
机构、科研机构等方面意见，并在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门
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期限不少于30日。

标准发布后并非“一劳永逸”，《办法》规定地方标准
应当根据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行复审，复审周期
不超过5年。根据复审意见，对继续有效的，向社会公开复
审结论及日期；需要修订的，重新立项开展修订；复审结论
为废止的，按照程序公告废止。

据介绍，近年来，济南市共承担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项目
60个，完成建设52项，承担总数和完成数均居全省第一。建
设国家级、省级示范(试点)项目177项，指标居全省首位。

暑运开始以来，济南局累计发送旅客1100万人次

6站新增电子客票业务“慢火车”加挂餐车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济南8月7日讯 记者从中国铁

路济南局集团公司获悉，随着全国跨省
团队游恢复开放，铁路客流逐步回暖。
暑运开始以来，济南局集团公司累计发
送旅客1100万人次，8月3日济南局集团
公司发送旅客38 . 01万人次，创今年疫情
防控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济南局集团公
司密切关注各地旅游政策变化和客流需
求，结合省市特色旅游资源和旅游政
策，研究精品旅游线路，积极组织开好
旅游专列，为游客出行提供优质服务。

据悉，自2020年7月30日零时起，济
南局集团公司莱芜东、博兴、鄄城、南
仇、平度西、烟台西站6个车站实施电子
客票业务，旅客出行体验进一步改善。
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电子客票在自助
退改签、旅客无接触进出站、网上办理
返岗务工团体票等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充

分显现，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一证通
行”的便利。

此外，为满足疫情防控期间团体旅
客出行需要，济南局集团公司管辖的济
南西、滕州、济宁、兖州、枣庄西等多
个车站推出团体旅客一站式出行服务，
为团体旅客提供车票换取、进站安检、
身份核验专口通道、错峰进站、专人引
导、专区候车、专业消毒等一站式服务
体验。

为进一步展示地方特色，7053次
“公益慢火车”在餐车上精心准备了以
鲁菜为主、淄博沿线各地美食为辅的
“7053”特色美食，并推出齐文化探秘
一日游、潭溪山寻夏一日游、中郝峪乡
村体验两日游等近郊主题旅游产品，旅
客在体验乡情慢车沿途山野风光的同
时，开启舌尖上的美好旅程。旅客凭车
票在淄博境内景区可以享受打折优惠。

在黄河岸边，有一群防汛哨兵，一年有十个月左右需要应对汛期……

黄河岸上守堤人 伏秋大汛“扫雷”忙
□ 本报记者 卢昱

8月6日，在一阵阵雨疏雨密中，记者
来到济南市天桥区黄河河务局泺口药山
段。在这处紧邻黄河的两层办公小楼里，
高级技师纪曰宾和三位工作人员正准备巡
查黄河堤坝。三分钟时间不到，他们便已
穿好救生衣，收拾好装备，出发巡河。

出办公小楼往北，是滚滚东去的黄河
水。有的游人在河边凉亭内闲坐聊天，有的
打伞漫步，有的则对河放歌。黄河济南段是
典型的窄河道，水位随时都在发生变化。

“我们泺口药山段承担着天桥黄河南岸10
公里堤防和两处险工防汛运行观测、工程
维修养护、景区运行和水行政管理多项任
务。尤其是管辖的泺口险工，它的位置特
殊，工程管理要求高，工作任务重，一直被
称为山东黄河的‘窗口’。”泺口药山段段长
张毅介绍。

黄河洪水因季节而异。清明前后，桃花
盛开，冰雪融化形成桃花汛。七八月间是伏
汛，九十月则是秋汛，伏汛、秋汛往往相连，

惯称“伏秋大汛”。冬末春初，大河初开，则
称凌汛。桃花汛水势较小，以伏秋大汛和凌
汛威胁最大。

从时间上来看，黄河济南段的守堤人
一年之中有十个月左右需要应对汛期，伏
汛从6月份便已开始，自那之后他们基本上
没有完整的休息时间。即便在非汛期，他们
也要忙着查漏补缺，修整堤坝。

黄河大河堤杨柳依依，风景旖旎。
可这些守堤人谁也没有心思看风景，他
们最多的时候是低着头查看大堤的角角
落落，大坝上任何细小的缝隙都可能酿
成大问题。“注意脚下，看看有没有裂
缝，这两天天气预报有暴雨。”纪曰宾
边走边提醒身边的同事，要实时注意坝
面情况。

不同于普通河坝，黄河上的堤坝均为
干砌坝。若坝体下面的土被河水掏空，就会
出现褶陷或者陷坑。如果堤坝用水泥嵌缝，
根本无法看到坝面情况。有些堤坝表面可
能比较平整，但是里面的土或已被掏空。

“坝土走失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被雨水冲

走，二是被河水浸泡。守坝人靠的是眼力和
技术，透过一些细节，掌握堤坝真实的情
况。‘老黄河’们都会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纪曰宾说。

在堤坝上，记者发现了不少成垛的石
料，被码放得整整齐齐，如同豆腐块一般静
卧。“这些石头垛，一般在五十方左右。主要
用来快速抢险。”随着纪曰宾的指引，记者
顺堤西行，来到险工14号坝。

14号坝正对着黄河拐弯的主流，西来
的黄河水在此收窄，呜咽着翻腾起漩涡。在
此处，纪曰宾小心翼翼地探摸根石。根石，
通俗地讲就是大坝的基座。探摸根石就是
用3米长的探摸杆探入水底，看看根石是否
有变化。纪曰宾绑好安全绳，携带探摸杆，
在距离河边不足半米处上下穿插。后面的
两位同事紧紧地拉着绳子。

“根石是圆弧形的，用探摸杆接触黄河
泥沙和石头的感觉截然不同，触感和声音
也不一样，在河岸上的人听不到有啥区别。
现在有了一些设备，也没法代替经验。探摸
根石就像‘扫雷’一样，经验是日积月累总

结出来的。”纪曰宾说。
茫茫的黄河水如一张巨大的幕布铺洒

而来，众人置身其中，看似微小，又莫名夺
目。探摸根石是黄河守堤人必须具备的技
能之一。下河的事情一般由男职工担任，而
且一般是三人同行。此次同行的90后职工
张丽慧已在此工作两年，“刚开始并不了解
黄河河务局的工作，以为只是负责作研究、
数据分析这类工作。到了单位才发现，河务
局的工作非常繁杂，汛期来了还要每天巡
河。”

“刚开始的时候，巡查完整个人都灰头
土脸的。现在巡查前都会进行防晒防尘工
作，就算这样，我也比刚来单位的时候黑了
不少。”张丽慧说，刚工作时不会开车，每天
上下班下了公交车再走半个小时才能到单
位，遇到暴雨天，鞋子和裤子都被淋得透
湿。像她这样默默绽放在黄河岸边的金花，
该段中还有四朵。

记者将要离开时，值夜班的职工王荣
新、谢义卫正收拾装备，在大河安澜的期盼
中，转身消失在夜幕中……

□记 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徐 琦 甘 甜 报道

本报枣庄讯 8月6日7时至7日14时，
滕州市接连暴雨，平均降水量达到172 . 5毫
米，降雨量最大的级索镇达到了250 . 5毫
米。7日2时至7时，滕州市降雨量104 . 2毫
米，6小时降雨量达到全国第一。截至目
前，滕州市今年累计降水约774 . 5毫米，较
去年同期增加约155 . 6%，较历年同期增加
约63 . 7%。

8月7日8时，滕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启动防汛Ⅲ级响应。为应对此次大暴雨天
气，滕州市城乡水务局安排人员全部到岗
到位，24小时值班值守，组织马河水库、户
主水库、虎山水库以及河道管理中心工管
单位人员密切监视水库水位、河道流量，

加强对河道、大坝等重点部位的巡查，
严格执行调度运用计划，截至8月7日14
时，马河水库水位106 . 74米，在汛限水位
以下安全运行。户主水库水位123 . 87米，
虎山水库水位89 . 44米，超汛限水位后开
始溢洪。

滕州市交警大队迅速启动《应对恶劣
天气交通安全管理预案》，全警全员上岗
执勤，重点路口路段增派警力值守。同时，
及时发布汛期道路路况、天气信息以及采
取的临时性交通管理措施等内容，提醒市
民关注汛期恶劣天气下出行的交通安全，
确保出行安全。

针对城区部分区域出现路面积水等
现象，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启动防汛应
急抢险预案，防汛队员紧急出动，市政、园

林、环卫和综合执法人员迅速分布到城区
各主次干道，协助排水单位对积水进行助
排，对积水较深区域及时拉设警戒线、设
置警示牌，提醒车辆绕行，并在交通路口
协助交警疏导过往车辆，确保行人和车辆
安全。

由于遭受大雨的侵袭，导致许多地区
街道、路面雨水聚积，多名市民被困。根据
险情，滕州市消防救援大队紧急施救，从8
月6日18时到7日10时，共处置各种车辆被
淹、人员被困警情26起，营救水中被困人
员27人、被淹车辆3辆。

针对连续强降雨，滕州市水发集团组
织近300人的城市防汛排涝队伍，出动21
辆抢险车辆、40台抽水设备和发电机组，
第一时间排水除涝。

滕州6小时降雨量全国居首，防汛Ⅲ级响应启动

8月7日，雨中的滕州市学院中路积水成河，滕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二中队执勤民警帮助受困市民驶离积水路面。(□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宫永文 报道)

“公益慢火车”上提供“7053”特色美食。（□记者 常青 报道）

■一线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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