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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过境前后，我省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看见众志成城
7月29日9时20分，今年第6号台风

“烟花”（热带低压级）的环流中心从鱼
台县进入我省，受其影响，我省大部地区
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省各
地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
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赢
打好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精心准备 全面布防

“移动发电站已启动，强排泵站已开
启……”7月29日上午，随着一声令下，
东营市垦利区新兴路强排泵站在断电后不
久恢复强排。“新兴路、胜利路出现轻微
积水，胜兴路无积水。”几公里外的垦利
区数字化城管平台，各类防汛信息不断从
前线传来。

这是垦利区为防御台风启动的一次城
市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新兴路强排泵站突
发断电，应急抢险队紧急启动发电站、恢
复强排泵站排水的情景。

像垦利区一样，为防御台风强降雨可
能引发的各类灾害，全省各地各部门提前
行动，进行全面准备。据国网济南供电公
司介绍，济南供电公司细化制定了防台抗
台措施清单，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辖区内
主要线路、用电设备、生产设备、居民生
活设施进行逐项检查，特别对地下变电站
进行了防水封堵和排涝准备。

紧盯河道、水库水位，济南市有关部门
加密水工程调度频次，提前下达预泄指令。

交通方面，渤海湾客滚运输全部停
运，做好滞留旅客的疏散安置工作；省管
内河通航水域发布禁航令。省交通运输厅
通过视频指导青岛城市轨道交通应急处置
桌面推演，明确运营线路临时停运工作标
准、工作程序和决策权限。

“重兵”集结 快速出击

29日下午，记者在无棣县漳卫新河埕
口大桥看到，大雨中，大型车辆来来往
往。驻守在此的无棣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负
责人刘国锋介绍，28日开始，来自交警、
消防救援等多方力量驻守大桥一侧，加强
巡逻值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和路
面拥堵，并保障一旦发生汛情，救援车
辆、人员和物资能顺利通行。

7月29日强降雨期间，济宁中心城区
出现10处深度较大积水点，上千名强排突
击队员一刻不停，连夜紧张强排。据了
解，济宁中心城区组织400人的抢险突击
队，27座强排泵站连同48台移动强排泵
车，分秒不停强排积水。

记者在淄博市应急指挥中心智慧应急
平台大屏幕上看到，降水量、监测点水位
等各种数据实时显示，救援物资、救援队
的分布情况也一目了然。“一旦发生险
情，应急指挥中心可根据数据随时调度人
员和物资。”淄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何
斌说，智慧应急平台将为平稳度汛发挥重
要作用。

自7月28日起，东营市644名既懂安全
工艺又懂应急救援的人员全员待命，为全
市危化品企业应对极端天气提供生产安全
事故先期处置和外部应急救援的向导和支
撑作用。

记者从省消防救援总队获悉，7月28
日14时至29日14时，全省消防救援队伍抗
洪抢险共出动53起，参战人员553人，出
动车辆95辆。

人民至上 全力救险

7月28日晚，枣庄市峄城区连降暴雨，
位于解放南路的明珠养老中心院内积水持
续上涨，院内老人被困二楼。消防等救援人
员利用担架、轮椅等作为临时工具，手抬肩
背，经过近60分钟的奋战，将27名老人全部
安全转移至夕阳红养老中心，医务人员随
即对被救老人进行了健康检查。

因地势较低，德州市德城区天衢路与
湖滨路十字路口在28日至29日的降雨中积
水较重，德州社会力量救援队组织7位队
员，自29日9时起自发配合交警和城管部
门，在该路口救援过往车辆和行人。“中
午头一直到下午两点半，是最忙的时候，
需要援助的行人很多。”救援队队员李万
博衣服已经湿透，他告诉记者，中午时段
共救助4辆私家车，20余位行人。

在泰山景区，由于山顶风大，索道停
运，5名游客因个人原因滞留山顶，他们
中有两位老人，一名孩子。泰山景区了解
情况后，利用风雨间隙，专门为这5名游

客联系泰山客运和索道，开通“绿色通
道”，前后仅用两小时就将他们送下山。

7月29日一大早，在巨野县独山镇，
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的农业技术小组冒着风
雨下到田间地头查看农作物受灾情况。由
于降水量大，风力较强，全县个别地块玉
米、辣椒出现倒伏现象。专家们引导村民
开展自排自救、疏通田间沟渠、巩固大棚
的防风防雨设施。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济南市提前转移
安置群众5604人。强降雨结束后，济南市
各区县、各有关单位将严密关注地质灾害
易发区和高边坡施工区域，住建、交通运
输等部门对基坑积水、高边坡、围护措施
立即开展雨后检查。

（□采写 贾瑞君 李明 吕光社
李广寅 张文婷 王佳声 杨淑栋 刘涛

刘飞跃 张依盟 张双双 贺莹莹 赵
念东 李剑桥 张环泽 常青 统稿 于
新悦）

□ 本报记者 肖芳

今年41岁的谷昆，是青岛城运控股公交集
团市南巴士一分公司安全员。拥有10年党龄的
他，担负着1路、16路、210路共3条公交线路
的安全工作。

7月28日20时，谷昆下班匆匆吃过晚饭
后，立即返回公司值守。他与同事一起排查公
交场站安全隐患，在地势较低的出入口处垒高
防汛沙袋，拆除容易被大风刮落的各类高处设
施，检查并深度清理排水沟槽。

落实好场站安全细节后，谷昆又马不停蹄
赶往公司下属各线的积水路段，在关键地段的
明显部位设置水位警戒线。“纯电动车涉水超
过规定深度就必须停驶，我们在积水路段设置
提示后，行经此处的驾驶员一眼就能判断水
深，可以最大程度确保运行安全。”谷昆说。
当晚，他共在5处路段设置警戒提示，返回公
司已是晚上10点多。

深夜，路上行人渐少，不少人已进入梦
乡，但谷昆的工作尚未完成。他作为安全人员
代表参与青岛公交综合演练，在现场模拟突发
暴雨后地铁停运、公交接驳、疏散及引导乘客
等内容，为特殊天气可能带来的影响做足准
备。待他再回到公司，已经是29日凌晨1点
多。“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心里一直想着会
不会突然刮风下雨。”谷昆说。公交安全员们
每逢台风、暴雨、降雪等恶劣天气，都会因为
担心路况而睡不安稳，半梦半醒的状态一直持
续到第二天醒来。“对我们来说，风雨夜就是
不眠夜。”

29日凌晨4点，仅休息了1个多小时的谷昆
用清水洗脸消解困意，来到站点对首班车驾驶
员进行发车前叮嘱。“1路线的首班车时间是4
点10分，特殊天气行车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
比如注意路面积水、水位警戒线、谨慎慢行
等，面对面叮嘱是最好的。”谷昆说。

29日早上，台风“烟花”带来的风雨侵袭青岛，给早高
峰交通带来不小的压力。谷昆一边关注路况信息，一边在调
度室与站点之间来回穿梭，对驾驶员进行重点叮嘱，检查排
水口落水速度，紧急时更是徒手清淤，一刻不休直至中午风
雨暂停。

“安全高于一切，台风还没有完全过境，雨停了也不能
放松警惕，我们要在岗位上继续奋战。”谷昆说。

防汛“神经中枢”：与“烟花”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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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付玉婷

7月29日7点30分，刚刚在省应急指挥
大厅结束了早上最后一次视频调度，省应
急厅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卢显杰简单吃过
两口饭，回到三楼的办公室短暂休息。

从凌晨算起，1点、2点30分、3点30
分、6点30分，包括卢显杰在内的相关成
员在省应急指挥中心进行了四次雨情汛情
调度——— 该指挥中心24小时运转，日常至
少10人值守，入汛后，算上各涉灾部门一
位厅级领导加一位处级联络员，30人以上
驻扎成了常态。

一块占据整面墙的巨型显示屏，数十
台分别标记“水利坐席”“气象坐席”
“交通坐席”“消防坐席”等的电脑，连
同分布楼内的专家会商室、情报研判室等
辅助部门，构成了该指挥中心这一山东防
汛抗台的“神经中枢”。连日来，借由各
种媒介广泛传播的台风“烟花”风雨影响
最新预报、预警、应急响应等信息，就是
最先从这里发出，提醒公众及时有效防灾

避险。另一方面，各部门与防汛专家在
这里的会商研判结果，第一时间送呈省
领导与有关部门，成为指挥决策的直接
依据。

2020年5月，山东在全国率先建成集
值班值守、信息汇聚、监测预警、会商决
策、指挥调度等功能于一体的省应急指挥
中心。经由去年汛期实战历练，一年来，
各项功能持续升级完善。今年入汛后的第
一个劲敌“烟花”到来时，这一纵向贯
通、横向连接的防汛抗台“神经中枢”已
进一步增强。

纵向，已实现视频连通国家、省、
市、县四级应急指挥中心。尤其在省内，
截至目前，除极个别地区在进行最后调
试，16市180个县市区（含功能区）基本
都已具备突发事件现场视频回传能力。
“别小看这个功能。省级平台建得再好，
下面没有‘腿’，也是摆设。”卢显杰
说，今年山东专门下发县级应急指挥中心
建设标准，为应急指挥调度打通“最后一
公里”；省应急指挥中心每天还会至少抽

查10个以上的县级指挥中心运转情况，进
入汛期后这些基层“触角”保持灵敏，担
当起“神经中枢”的有力帮手。

横向，16个涉灾部门39个专业系统接
入，仅防汛抗旱领域就有地质环境业务平
台、黄河视讯综合管理等24个信息系统，
实时监测气象、雨情、水情、工情、海洋
渔业、重点景区客流、海上船舶等动态。
这保证了来自各涉灾部门的值班人员在指
挥中心工作时，能实现与在部门内同样的
信息获取和指挥调度能力，确保真正地联
合会商研判、联合指挥调度。“根据不同
主题，我们还在完善承灾主体等信息，并
逐步让‘一张图’按需呈现多部门数据资
源，各级各部门也共享这一张图，避免了
信息在不同系统传递时可能带来的失
误。”省应急厅科技信息化处处长云霄鹏
介绍。

据了解，29日凌晨的四次调度，重点
是对降雨最为集中的地区，逐市县调度有
无人员伤亡、重点厂矿和企业险情、城市
内涝、河道及水库险情这四项内容。像28

日晚临沭县临沭街道龙门水库（小2型）
坝体中段背水坡出现土方滑落，在29日凌
晨1点会商时了解到，已基本完成排险；
而今年汛期以来引发高度关注的城市内
涝，因提前预置队伍、物资、装备以及提
前进行人员转移，应对情况较好。卢显杰
介绍，虽然听上去内容不少，但基本都能
在40分钟内完成，两次调度间的空当时间
还能调度其他信息，这样，就为可能的人
员转移避险和抢险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
要是传统各部门“一个电话、一个值班
员”模式，“那就是再来一个小时也不
够”。

截至29日16点，山东省气象台已解除
暴雨橙色预警。信息显示，“烟花”正在
减弱，预计将于30日凌晨前后从滨州北部
进入渤海。“虽然强度减弱，但残余势力
仍有可能带来影响，对由强降雨可能引发
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
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
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指挥中心会持续
调度。”卢显杰表示。

“全勤指挥部”：出战力求“快一秒”
□ 本 报 记 者 李振

本报通讯员 王磊

7月29日清晨，云雾水汽包绕着林立
的高楼，降雨持续一夜还未见停，济南初
尝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的威力。

“环流中心预计今天9时许从鱼台县
进入山东，并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
向北偏东方向移动，漳卫河沿线、强降雨
区及省会三个重点区域的保障力量要时刻
做好投入防汛救灾工作的准备……”8时
30分，位于济南市经十东路的山东省消防
救援总队（以下简称消防总队）会商室
里，调度、通信、保障、行政等部门参加
的早交班正在进行。

“针对台风‘烟花’，我们每日例行
的早交班专门增加了台风情况的研判，确
保我们能够根据雨情进展第一时间快速反
应。”刚散会，消防总队指挥中心一级督
导员张海波脚步匆匆。

与会商室紧邻的消防总队指挥中心大
厅，一面长六七米的大屏幕正对门口。
“这块屏幕是全省消防救援指挥系统的终
端之一。”指挥中心调度员刘闯介绍，台
风“烟花”期间，实时更新的台风路径、
风力、降雨量等气象信息始终置于屏幕之
上。横向上，系统连接省应急厅；纵向
上，与国家防总和省内各市支队打通。

指挥中心承担着省内消防救援资源调
拨的重任。“调度员需要时刻关注和统计
各支队人员物资的变动情况，一旦有调拨
需求，能随时调得出。”在指挥中心大
厅，刘闯指着显示器上的统计表说，经过
前期梳理统计，目前全省各地有可调派的
作战单元共计59个、车辆134辆，全部处
于待命状态。“哪里出现了险情，哪里救
援力量薄弱，就可以向哪里增援。”

“从统计情况来看，目前除了个别人
员家中有急事、休病假产假，全省21330
名消防救援指战员全部在岗在位。”刘闯

说，从本周开始，我省消防救援全体指战
员放弃休假，充实一线执行力量。同时，
原有的两班备勤改为三班，如果出现重大
灾情险情，第一班作为机动力量赶赴现
场，二三班可以马上梯次补位。

指挥中心还是名副其实的“全勤指挥
部”，值班人员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
备勤。“于救援而言，全勤意味着无缝衔
接、周全保障。”张海波说。

“27日下午得到编入A班的通知后，
就做好了随时赴前线救灾的准备。”28
日，消防总队出台《抗洪抢险前置备勤和
跨区域增援工作方案》，确定成立抗洪抢
险前置备勤和跨区域增援总指挥部并下设
三个防汛指挥专班，总队战训处的崔善震
被编入A班这支“机动队”，出任指挥助
理。这两天，崔善震个人装备携行包早已
备好，背上就能出发。“每年‘七下八
上’的汛期，我们神经绷得最紧。灾情就
是命令，快一秒出发，就能多带来一分希

望。”
为了确保全省各支队对汛期可能的抢

险任务始终保持高度紧张状态，指挥中心
几乎每晚安排视频抽查。

“无论是就餐洗漱时，还是凌晨三四
点熟睡时，只要抽查指令下达，支队全体
值班人员必须在5分钟内全副武装出现在
摄像头前。”张海波坦言，抽查对值班人
员而言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但目的只有一
个——— “一旦出现险情，我们能马上冲向
前线。”

29日下午，指挥中心调度人员接到德
州支队报请，消防总队防汛指挥专班A班
的11名成员立即赶赴德州开展排水排涝作
业，崔善震就是其中一员。

晚上7点，记者拨通崔善震的电话，
他和同事们正伴着隆隆的泵机作业声进行
排水，还没顾得上吃晚饭。此刻，济南、
淄博、潍坊等6个消防救援支队的13台车
辆、67名指战员也正向德州集结。

□通讯员 吕永国 报道
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协调多支救援队对城区部分积水区域

进行应急救援。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林安琪 报道
7月29日，德州消防支队防汛抢险攻坚队对积水严重的城市路段进行集中排涝。

视频

噪本报记者直击排涝现场：党员推橡皮艇转

运群众

图示

噪图战“烟花”②：遇到积水内涝，牢记

“安全六条”

报端看点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钱程 报道
7月29日，山东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烟台边检站增派警

力帮助船舶加固缆绳，确保港区船舶、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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