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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月月88日日，，东东营营市市利利津津县县五五庄庄控控导导工工程程现现场场，，东东营营市市消消防防救救援援队队正正在在装装沙沙袋袋，，提提高高
堤堤坝坝高高度度，，确确保保黄黄河河行行洪洪安安全全。。（（□□本本组组图图片片 王王红红军军 赵赵丰丰 报报道道））

1100月月55日日晚晚上上1111点点左左右右，，齐齐河河黄黄河河河河务务局局豆豆腐腐窝窝管管理理段段一一线线
值值守守人人员员冒冒着着风风雨雨在在巡巡河河查查险险。。

1100月月66日日 ,,齐齐河河黄黄河河河河务务局局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巡巡河河查查险险过过程程中中探探摸摸根根
石石，，以以确确认认是是否否有有根根石石走走失失。。

□ 本报记者 赵丰 王红军

在东平湖金山坝上，防汛指挥部帐篷里悬
挂着一张值班表，已经排到了10月21日。自9
月20日秋汛以来，防汛指挥部已在大堤上坚守
了20多天。

10月6日，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紧急通
知，小浪底水库将持续大流量下泄，山东黄河
河道5000立方米/秒左右量级的洪水过程将持
续15天左右。

秋雨一轮又一轮，黄河干支流普遍涨水，
我省干流高村站最大流量4990立方米每秒、艾
山站最大流量5330立方米每秒、利津站最大流
量5110立方米每秒，我省河段流量维持在5000
立方米/秒量级；东平湖最高水位42 . 47米，
高于警戒水位0 . 75米，防汛形势严峻。记者
蹲点黄河、东平湖沿岸，记录防汛一线的点点
滴滴。

搬运沙石，常泡水里，“指

纹磨没了”

14处险工，4处控导，4座引黄涵闸，
110045步。

10月2日－6日，由德州黄河河务局总工程
师朱云峰带队的抢险专家组，徒步对德州黄河
防洪工程开展了一次全覆盖巡查，创造了5天
之内每人步行11万步的记录。

橙色，是当前战秋汛中动人的颜色。身着
橙色工装的防汛人员，用责任防御秋汛洪水。

“叮叮叮”，10月6日上午10时，黄河齐
河段席道口险工一线巡查人员左爱华的闹钟响
起，提醒自己要吃降压药了。

“年纪大了，血压高了。”德州黄河河务
局机关干部左爱华虽然即将退休，但这次她和
20多名女同事主动请缨来到一线。齐河黄河河
务局党群科科长刘慧华说，齐河县局有30多名
女同志，下沉到一线的也有20多人。

因为天气变冷，女同志一线值守时间调整
到了早晨6点到下午2点。这对德州黄河河务局
机关下沉人员胡芳芳来说，每天凌晨4点半就
要起床。虽然看着孩子哭不忍心，但是她觉得
这是黄河人的责任。

10月6日上午，冷雨正密，黄河岸边狂风
正劲，过了近1个小时，一次巡查才告结束。
“虽然穿着雨衣，但雨水顺着雨衣全流到了雨
靴里，一走路就能听到水晃动的声音。”巡查
完，胡芳芳来到临时的活动板房内暂时休息，
躲避一会儿风雨。

“女同志虽然没有男同志那么‘抗造’，
但我们也有细心的优势。”德州黄河河务局机
关下沉的一线值守人员葛爱春说，细心在巡河
查险中尤为重要。每次巡查一个地方，她总要
找一个好对比的标志物，用手机拍下照片，每
天进行对比来判断水情。她指着手机上的一张
照片告诉记者，这里我们选了滩台旁的一株高
高的小草，我们称它为“草坚强”，前两天还
没被水淹，现在已经没了一半了。

“除了工作的职责使命，家人的支持也是
我们坚持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防汛并不是
只有一线值守的这些人，背后还有千千万万个
家庭在合力防汛。”胡芳芳说，家人鼓励她，
“坚持就是胜利”。

10月5日晚，记者随一线值守员工夜巡黄
河。当晚，齐河细雨绵绵，气温已由前几天的

近30℃迅速跌至13℃左右。
“险情容易出现在晚上，而夜间可视条件

受限，对及时发现险情会有影响，夜间还是人
容易疲惫倦怠松懈的时候，有可能出现不能及
时发现险情，致使险情扩大的情况。”齐河黄
河豆腐窝管理段谯庄险工值守晚10点到第二天
早晨6点时段的王俊清告诉记者，半夜最熬
人，也最考验人。因为要24小时不间断巡查，
所以每隔一会儿他们就要出去巡查。

王俊清是一名党员，他和管理段同事写了
请战书，要求承担最艰苦的工作。

“我们安排值守时段时，特别注意发挥党
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把认真负责的党员排到夜
班。”豆腐窝管理段段长米玉征说，管理段和
机关下沉职工中党员数量不少，他们在一线成
立了临时党支部。

“这几天搬运沙石、压土工布，经常在水
里泡着，把右手食指指纹都磨没了。”东平县
银山镇党委书记李杰，现在用指纹解锁时感到
很“别扭”。

东平县副县长郭东表示：“目前，东平湖
金山坝防汛采取战区负责制，迎水面划分了14
个防区、背水面划分了5个责任段，24小时巡
查值守，加大巡查的频次和密度，加强专业技
术人员配备，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
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到位。特别是管涌，如
不能及时发现处置，将会有溃坝的危险。可以
说，越往后巡堤查险的责任越重。”

宁可备而无用，不可用而无备。10月8日
上午，金山坝旁，东平县戴庙镇孙庄村村民孙
景福和十几个村民在赶装沙袋。

“每个沙袋50斤左右，装好后由村民开着
自家的机动三轮车送到金山坝各个乡（镇）防
区备用。”孙景福每年防汛都上坝巡查，他说
村民们已经在这里干了四五天了，虽然感觉形
势严峻，但现在比早些年的防御能力要强多
了。“坝加宽了，以前防汛怕浪冲击堤坝，用
的是草把子，现在用的是土工布，‘高级’多
了，而且各个乡（镇）、部门的人都来了，防
汛力量很强大。”

“母亲患有胆囊癌，刚刚做了手术。从9
月27日，黄河中下游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提
升至Ⅲ级，我和段上同事就一直在一线值守，
没有再回过家。”说着话，东明黄河高村管理
段负责人高家全有些哽咽。

据统计，我省各级每日投入2500余名黄河
河务系统职工、15000余名群防队员开展巡坝
查险和滩区防守等工作。在66处险点险段均固
定了巡查人员、搭建了守险房、配备了照明设
备，严格做到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险情早
发现、早处置。

“下绣花功夫，处置每一方洪水”

“你好，是镇防汛指挥部吗？我们在巡防
金山坝的时候，发现了二十余处坝体脱坡，请
镇上马上安排人员来处置……”9月25日凌晨3
时许，东平县银山镇防汛指挥部工作人员接到
预警电话，打电话的是玄桥村党支部书记殷复
磊。24日晚上，根据当地防汛要求，殷复磊冒
着暴雨、大风，带领多名村民在金山坝上巡
堤，查看大坝安全情况。

打着锂电手电查看坝体的殷复磊，突然看
到一处坝体脱坡，紧接着多块坝体石块被风浪
打落。心知不妙，他马上组织人员继续顺着坝
体巡防，统计坝体脱坡数量。经过仔细探查，
他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坝体脱坡，立刻拿起手机
向镇防汛指挥部发出预警。

“我们第一时间逐级上报，县应急管理局
迅速反应，派遣多名专家实地探查，并按照应
急预案，开始发动全县所有应急救援力量驰援

金山坝。”李杰说，事后分析，这次险情跟当
时东南风、东北风较多，风浪不停冲刷大坝有
关。

汛情就是命令。6时许，银山镇以及周边
11个村庄的270多名干部群众，迅速赶到了出
现险情的地段，1米8多个头的殷复磊是名退伍
军人，带头跳进了水里。他说，“我们系着防
护绳下水，先用沙石袋将脱坡填平，然后铺上
土工布，再用沙石袋压实压紧。”

11时许，银山镇其他33个村庄接到指令，
紧急转运沙袋、石袋等防汛物资。一个小时
后，物资全部运送到位。下午2时许，37处出
现险情的地方，全部抢修完成。

郭东说，进入汛期以来，全县应急、水
利、气象、东平湖管理局东平管理局、东平黄
河河务局等部门，始终密切关注雨情、水情、
汛情、工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县防指
及各有关单位、乡镇街道加强巡查、值守、排
险，掌握防汛抗洪的主动权。

10月4日6时30分至7时0分，东平湖八里湾
泄洪闸开启第3孔和第5孔闸门，开启高度0 . 4
米，并于10时50分至10时55分，调整开启高度
至0 . 5米，经戴村坝水文站测流出湖流量29 . 4
立方米/秒。

这是八里湾泄洪闸建成后首次泄洪，滚滚
东平湖水经下游渠道南排，最终到达南四湖。
该闸位于东平湖二级湖堤，共7孔闸门，设计
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主要功能为增加东平湖
老湖南排出路，达到新湖、老湖联合控制运
用。

“八里湾泄洪闸南排泄洪，能够有效降低
东平湖水位，同时减轻东平湖北排压力，保障
黄河下游防汛安全。”东平湖管理局东平管理
局副局长岳善平说。根据实时水情，10月8日9
时，东平湖水位42 . 43米，清河门闸出湖流向
黄河的湖水188立方米/秒，还有济平干渠、八
里湾船闸、八里湾泄洪闸等出湖湖水366 . 4立
方米/秒，预计每小时减少洪水42 . 6万立方
米。泰安市委副书记、东平县委书记曲锋说，
“下绣花功夫，处置每一方洪水，综合采取
‘拦、蓄、送、排’措施，精细精准调度东平
湖有序泄洪。”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省防
指积极与黄委、海委等流域机构协调沟通，提
请加强工程调度，适时调控小浪底水库、岳城
水库等控制性工程下泄流量，充分发挥工程削
峰错峰作用，最大限度减轻我省防洪压力。点
对点持续跟踪调度强降雨区各市情况，密切关
注漳卫河、金堤河沿河各市县洪水防御情况，
及时组织水利、应急等部门派出多个督导工作
组，赴防御一线，督促指导做好洪水防御应对
工作，确保各项防御工作落实到位。同时，发
挥黄河流域、海河流域区域协调联动机制作
用。目前，我省已落实5个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和35支灾害事故省级专业救援队伍，随时开赴
一线应急救援。

虽然水大，住上新房的滩区

村民心里有底

东明县兴东社区姚庄村村委会主任郭彦
平，这些日子带领本村群众，一天两班在本村
责任范围内的黄河河段巡查。

“今年水比较大，即使是见惯了黄河水，
这么大流量的少见，需要常转转看看有没有险
情，以便及时发现及时处置。”1965年生人的
郭彦平，从小生活在滩区里的姚庄村，村庄距
黄河大堤只有两三千米远，村民的土地多在滩
区。与黄河为伴，既享黄河之利，又生活在黄
河的“阴影”中。

“以前，黄河一发水，秋庄稼就没了。”

郭彦平说，不仅是庄稼受损，而且黄河河床比
姚庄村地势要高不少，一发水房子都被淹了，
滩区老百姓一直重复着“3年攒钱、3年垫台、
3年盖房、3年还账”的循环。

不过，看着今年这么大流量的黄河水，
郭彦平不再像以往那么紧张。2020年春节期
间，姚庄村村民搬进了长兴集乡八号村台上
的社区新房。这是东明县24个村台中首个达
到入住条件的村台，房台高高，不再受洪水
侵袭。

山东17个涉及滩区迁建县区中，东明县迁
建规模最大、任务最重，是黄河滩区迁建的主
战场。今年5月，东明县最后一批12个滩区村
4843户村民选房到户，菏泽黄河滩区28个村台
社区全部分房到户。郭彦平说：“虽然这次黄
河水大，但心里还是有底。”

让郭彦平感到心安的，还有一个原因，那
就是黄河河床在下降。“以前我们村这段黄河
高悬着，经过这么多年放大水冲刷，河床拉低
了有两米。”

郭彦平口中的“大水”，是水利部黄河水
利委员会连续开展的黄河调水调沙。在现代化
技术条件下，利用干支流水库调控进入下游的
水沙过程，塑造相对协调的水沙关系，减少水
库河道淤积，恢复并维持中水河槽。

今年6月19日，汛前黄河调水调沙开始，
这期间小浪底水库最大下泄流量达到4500立方
米/秒。“汛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后，东
明黄河流量比平常增加了好几倍，多的时候能
达到4000立方米/秒。打比方说，平时东明段
流速是1档，调水调沙时就能到3档4档。”高
家全说。

作为黄河入鲁第一站，东明黄河河道大
体上呈南北流向，河道宽、浅，主流散、
乱，且摆动频繁，属游荡型河段，是黄河下
游防洪的薄弱河段，素有“豆腐腰”之称。
自6月15日8时起，山东黄河河务局启动了24
小时防汛带班值班制度。位于姚庄村附近的
东明黄河高村管理段即开始全员值守，密切
关注黄河雨情、水情、工情变化，按规定上
报防汛信息，一旦出现险情及时抢护。“测
量、记录的是滩唇出水高度，通过测量河面
到水平面的距离及变化，了解水位变化情
况。黄河堤防又均为壤土质结构，堤岸下方
被冲刷，容易‘戴帽’，近距离测量可能随
时会遇上滩岸坍塌的危险，所以需要用安全
绳绑住，以防发生危险。”46岁的巡河班长
杨建，是扎根黄河防汛一线二十几年“老黄
河”，经验十分丰富。高家全说，“经过调
水调沙，高村段河床下降了2米左右，比之前
能承受更大的流量。”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官方资料显示，
2021年汛前黄河调水调沙是黄河连续第20年实
施调水调沙。通过调水调沙，下游河道主河槽
平均降低2 . 6米，主河槽最小过流能力由2002
年汛前的1800立方米/每秒恢复到2021年汛前
的5000立方米/秒左右，主河槽过流能力显著
提高。

和东明滩区的郭彦平相似，站在新房台
上，利津县北宋镇高家村村民高淑兰，看着滔
滔黄河水从村南翻涌流过。高淑兰说：“我们
村是滩区村，离黄河最近处只有200多米，以
前来洪水会担心冲垮村台，现在村台被加固到
5 . 5米高，村台土坡用六棱水泥块衬砌，空隙
之间种上了专用植被防止冲刷。”

利津县共有3处黄河滩区有人居住，滩区
行洪压力大。2018年开始，利津县实施旧村台
改造工程，其中北宋镇8个滩区村进行村台加
固、道路硬化、村内排水、弱电下地，集中垒
高加固旧村台，变植生挡土墙为砌石挡墙，提
高了村台防洪能力。

被转移的村民，吃着热乎饭菜

——— 水位达到41 . 72米至42 . 72米，防
守进入紧张状态，开始24小时巡堤；

——— 水位到达42 . 72米至43 . 22米时，
防守进入严重状态，做好搬迁准备；

——— 水位到达43 . 22米以上时，防守进
入危险状态，坝西群众必须全部撤离……

这是东平湖湖区遇险转移方案的内容。
东平湖一级湖区需要转移27个村，户籍

人口9489户29887人。经过精准摸底，需要
转移4143户12702人，其中老弱病残415人。

10月8日9时许，东平湖水位42 . 42米，
超警戒水位70厘米，但还未进入“严重状
态”。但是，在几天前，孙景福已经接到了
准备撤离的通知。“我正在家里剥玉米，就
有人来通知了，如果水位涨了，就要及时转
移到附近的社区安置点。”他说，“让我把
玉米放到房顶上，把值钱的家当也放在高
处，有人来喊就（撤离）过去。”

地处金山坝北部的银山镇，有13个村庄
的群众需要转移，其中6个村庄可以本村就
地安置，还有7个村庄需要异地安置。李杰
说，“根据摸排，这7个村庄涉及到3000多
人，现在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物资都已经准备
好了。”

东平27个需要转移的村，每个村都制订
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包括转移人数、方式、
路线，以及车辆安排等内容；都有一个专班
包保（每个专班由一名县级干部、一个县直
部门和镇村干部组成），已经全部下沉到
村；每个村都固定一个集中安置点，共设置
18个安置点。特别是对那些老弱病残、鳏寡
孤独等特殊群体，做到“一对一”专人负
责，提前把他们转移安置到各自亲属、子女
家中，既能保障他们生命安全，又能确保生
活有人照料。

10月9日下午6时，在利津县北宋镇三岔
村原村委办公室，村民李在峰刚刚吃完网格
员为他送来的热乎饭菜。他说：“我家房子
在村台下，这一次来了大水，村里就把我接
到这里来住了，给我购买了洗漱用品，每天
还给我送饭。”

三岔村位于黄河滩区，随着汛情持
续，为安全起见，利津县组织机关干部、
村“两委”成员等挨家挨户排查，将居住
在台下的村民通过集中安置等方式进行转
移，确保群众安全。目前利津县已将北宋
镇黄河滩区房台下居民127户269人逐人逐
户迁至安全住所。同时，组织专人对滩区
内看护房、养殖房进行逐户排查，确保房
内无人居住。

目前，全省各级扎实做好人员转移安置
工作，截至目前共转移安置5328人，其余目
前尚未达到转移条件的乡镇、村也已落实转
移方案和措施，确保应转移时第一时间安全
撤离。

同时，我省省级已落实35支专业救援队
伍和物资装备，在泰安、德州、聊城等市提
前预置消防救援力量，各有关市县落实各类
救援力量43376人，集结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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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月月88日日，，在在邹邹平平市市码码头头镇镇段段家家村村黄黄河河生生产产堤堤，，抢抢险险人人员员在在加加
固固好好的的堤堤坝坝上上巡巡查查。。（（□□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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