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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9 月 17 日电(记者周强)强台
风“山竹”给广东、香港、澳门带来严重的风、雨
和风暴潮影响，登陆时中心风力达 14 级。17
日，台风过后，记者从港珠澳大桥管理局了解
到，处于此次中心风圈范围内的大桥情况正
常，经受住了检验。这已是继“天鸽”“帕卡”之
后，港珠澳大桥第三次接受强台风考验。

经过台风一夜肆虐，港珠澳大桥管理局
17 日上桥进行全面检查。结果显示，桥梁及
隧道结构完好，主要设施功能正常，个别房间
出现局部门窗渗漏和个别室外灯具损坏。东
西人工岛扭工字块防浪效果良好、状态正常。

据了解，为应对“山竹”到来，港珠澳大桥
启动了Ⅰ级响应，并安排了 83 位值守人员现
场驻守在东人工岛、西人工岛、收费楼、救援
楼、养护楼等，负责监控、救援、应急用电及排
水保障等工作。

值守于西人工岛的环保安全总监段国钦
介绍：“我们每隔一个小时巡查一次岛上各个
楼层，把这次抗台风、防台风当作通车前的一
场战役来打。”

监控数据显示，在本次台风中，大桥现场
检测到了瞬时最大风速为 55m/s，风力相当
于 16 级，但索力、位移、振动皆在设计允许范
围内。

初步评估大桥主体结构、岛上房建及收
费站结构、交通工程附属设施均未受到损坏，
人工岛未有窗户玻璃破裂，全线供配电系统
高低压运行正常，各泵状态正常。

这已经不是港珠澳大桥第一次经受强台
风考验了。2017 年 8 月 23 日，强台风“天鸽”
在珠海金湾区登陆，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及
地区风力达 14-15 级，阵风达 16-17 级。当
月 27 日，强台风“帕卡”再袭珠海，其中心经

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风力有 11-12 级，阵风
可达 13-14 级。

“‘双强台风’5 日内接踵而来，挑战极大。
但大桥主体工程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除部
分临建和设备设施受损外，大桥未发生人员
伤亡，主体结构稳固。”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副
局长余烈回忆说。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解释称，港珠澳大桥
主体结构风荷载设计参数在桥面处的风速取
值约 55m/s，相当于 16 级台风的风速水平。
在计算桥梁承载能力时，风荷载只是计算桥
梁承载能力的荷载组合其中之一项，所占比
例较小。其他考虑参数包括桥梁静荷载、地基
沉降、温度等。若将其他设计的荷载能力计算
在内，即便在最不利荷载同时组合作用下，港
珠澳大桥承载能力仍满足规范要求，且还留
有较大的安全系数。

历史资料显示，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在设
计阶段就对港珠澳大桥的三座通航孔桥和非
通航孔桥都进行了风洞试验。以最大跨度的
青州航道桥为例，其风洞试验结果表明青州
桥的颤振临界风速为 96 . 4m/s，也就是说在
风速达到或超过 96 . 4m/s 时青州航道桥才
可能发生颤振。对于跨径更小的非通航桥，颤
振临界风速一般都大于 150m/s。这说明港
珠澳大桥具备足够的抗风能力。

港珠澳大桥全长 55 公里，集桥岛隧于一
体，是全球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主体工
程在连续的台风袭击中可谓是经受了‘超大规
模的全尺模型风洞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大桥
结构抗风性能优良，符合设计要求。”余烈说。

自 2009 年开工建设以来，港珠澳大桥管
理局和各参建单位累计开展了近 40 次抗防
台风工作。

港珠澳大桥第三次经受强台风检验

强台风“山竹”肆虐广东，各级各部门严防死守

党员干部成最坚定“风暴逆行者”

新华社南京 9 月 17 日电(记
者沈汝发、秦华江、夏鹏)“今年水
调和，螃蟹长势喜人，本来准备大
赚一笔。”江苏省泗洪县渔民朱德
俊说，“现在投入这么多钱全部打
了水漂。”

中秋将至，中国第四大淡水
湖——— 洪泽湖的渔民本来满怀喜
悦，准备迎接螃蟹丰收。但 8 月
26 日，大量突如其来的上游污水
涌入洪泽湖，鱼蟹在很短时间死
亡，打碎了渔民们的期待。

洪泽湖污染事件发生后，环保
部门立即对污水来源进行调查。监
测结果显示，洪泽湖主要入湖河流
中，新濉河、新汴河入境水质均为
劣 V 类。江苏和安徽两地的环保
部门经会商一致认定，初步原因是
由于上游泄洪夹带污水造成。

螃蟹鱼虾短时间死

亡，对洪泽湖生态系统

危害较大

“8 月 25 日，少量污水流入
洪泽湖。26 日凌晨，大量污水涌
来，整个河道都是黑的。”江苏省
泗洪县临淮镇党委书记王志明
说，“污水又快又猛，渔民毫无办
法，只能眼睁睁看着螃蟹、鱼虾在
很短时间死亡。”
朱德俊是临淮镇胜利村人。胜

利村全村基本都是渔民，以养殖螃
蟹和鳜鱼为生。往年这个时候，大
家都忙着准备螃蟹上市，但如今，
看着船上、地上堆着的大量死螃蟹
和死鱼虾，渔民们欲哭无泪。

渔民孙有折算了一笔账：140
多亩塘大概能收 3000 公斤螃蟹，
一公斤 100 元，就是 30万元，纯
利润 20万元，加上鳜鱼，一年 30
万元不成问题。泗洪县委书记王
晓东说，截至目前，已造成 2 . 5万
多人受灾，水产受灾面积 9 . 25万
亩，直接经济损失 2 . 34 亿元。

胜利村党支部书记刘兵告诉
记者，这几年螃蟹养殖市场好，大
家将之前赚的钱又投进去扩大再
生产，许多渔民还向银行贷了款，现在不仅多年的积蓄泡了
汤，有的还欠了债。

此次污染导致湖中 4 个国控断面监测点水质全部超标。
泗洪洪泽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鄢化雨说，
这次污水从新濉河、新汴河进入洪泽湖，正好经过保护区的西
核心区，对湿地生态系统影响较大。

追溯污水源头：上游河水污染严重

为了弄清污水的来源，记者分两路与环保、水利、公安相
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沿河而上，在安徽、河南两省看到，部分河
流污染严重。

在安徽宿州市埇桥区的夏桥闸，流经的方河水浑浊发黑，
水面上漂浮着杂物，散发着刺鼻的臭味。附近村民说：“以前可
以舀水做饭吃，发洪水后黑得像酱油一样。”在方河上游，一位
渔民养殖的黑鱼、鳜鱼、草鱼等因污染全部死亡。

在安徽淮北市烈山区陈路口闸，流经的雷河同样污染严
重。记者沿着这条河沟看到，附近是烈山经济开发区刘庄工业
园，一些工厂埋在地下的管道通向河沟。当地村民指着附近的
一条河沟说，这里的污水排放到雷河里，里面连泥鳅都养不活。

在安徽濉溪县，位于县城中心的萧濉新河河水黄中发黑，
水面上漂着死鱼，臭味令人作呕。

在河南境内，记者看到惠济河的一条支流马家河污染严重，
乳白色、黄色、绿色及黑色的物质交替出现。马家河边上就是开
封市精细化工产业集聚区，沿线不仅有各种生活污水管，还有畜
禽养殖场及集聚区的排管，不断有黑色的污水排入马家河。

开封市鼓楼区一家企业位于马家河边。记者在现场看到，
不断有乳白色液体从这家企业方向向河内排入，与周边的水
体呈鲜明对比。

“洪水走廊”沦为“污水走廊”

“我们是典型的‘洪水走廊’，开挖了很多河道，让上游洪水
下泄。”泗洪县水利局局长刘晓永说，下游费心费力治理变成
绿水，上游污水一下泄，下游就变成污水了。

记者调查了解到，虽然上游对污水水质早有了解，泄洪时
却未通知下游。江苏宿迁、安徽宿州等 8 个地级市 2012 年签
订的《关于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成了一纸空文。

根据协议约定，上游城市提闸放水应提前 24 小时向下游
城市通报，内容包括水质、水量、水文等情况，汛期应急提闸放
水应提前 6 小时向下游通报。上游城市提闸放水应提前采取
污染防治措施，综合考虑上下游水质情况，并对下游水质影响
进行评估，严禁以泄污为目的进行提闸放水。

“这次污水导致大量鱼蟹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溶解
氧太低。上游境内的国控自动监测点监测数据显示，8 月 18
日 19时以后，水体中溶解氧从正常值降到了零点几，一直持
续到 28 日中午。”江苏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总工程师张永江
说，在这一关键期，下游没有收到任何信息。

渔民们说，螃蟹已经养了 6 个多月，如果上游提前通知，
他们可以将螃蟹、鱼虾捞一部分、卖一部分、转移一部分，不至
于全部死亡。

在与江苏会商时，安徽环保部门和宿州、泗县等政府负责
人坦承，紧急泄洪时未通知下游；将对下游受灾群众开展救
助，并将加强协商，给予资金补偿。

淮安和宿迁两市 2016 年制定的《洪泽湖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文本》提到，由于上游河南、安徽以及徐州地区的污水团不
定期下泄，使得入湖河流污染严重，洪泽湖每年都要发生数次
污染事故。

“洪水走廊”为何沦为“污水走廊”？泗洪县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张敏说，上游食品、制药、化工等企业较多，有些污水处置
不到位，积攒起来，一旦台风时大水漫灌，雨水、污水全部流入
河中，借着洪水滚滚而下。

“此次洪泽湖污染事件，再次敲响了跨界污染的警钟。”生
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维新说，目前流域内
各地的监管系统自成体系，各管一段，构建跨界污染预警和应
急联动机制迫在眉睫。江苏省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副理事
长胡和林认为，应厘清政府责任，建立省际之间生态补偿机
制，既形成刚性约束，又给予治污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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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台风“山竹”于 16 日 17时在广东江门
台山市海宴镇登陆。狂风暴雨肆虐，广东严防
死守，各级各部门的救援力量成为风暴中坚
定的“逆行者”，保障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防台风应急响应“四级跳”

防御做在前头

台风“山竹”还在距离广东数千公里的太
平洋海面时，就早已进入三防、气象和海洋部
门严密监控的视野。

早在 9 月 11 日 9时，为防御台风“山竹”
和另一个相对小的台风“百里嘉”，广东省防
总就启动了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

之后，通过研判台风强度和移动方向，广
东不断提高防御级别，在台风登陆前一天，将
应急响应的级别提高到最高的Ⅰ级。广东省
政府发出紧急动员令，对这个来者不善的“大
个头”严防死守。

“台风来临，远离树木、带电设施，不盲目
冒险涉水，不要到海边、海岛游玩……”台风
来临前，在广东的手机用户，不管本地还是外
地，都相继收到三防、气象和应急部门联合发
布的防御短信，电视台、微信、微博也不断滚
动播报推送，并给出 7 条明确的防灾避险指
引。

这样的预警信息，仅通过运营商全网发
布的短信就有 7149万条。“敬畏自然、珍惜生
命、确保安全”是预警提醒中必提的字眼。

航班取消、铁路停运

“山竹”肆虐广东

强台风“山竹”登陆时，狂风暴雨肆虐，树

木倒伏、高楼震颤，城乡积涝。
台风登陆前十几分钟，雨水像浓雾一样

横飞，记者听到风声、雨声“呲呲”作响，声音
混成一片。

受“山竹”影响，广东境内航班、铁路等交
通运输大量取消、停运。广州、深圳两大国际
机场均发布通告，17 日 8时前暂停所有航班
起降，全部航班取消。广铁集团通告，广东和
海南两省高铁全部停运，普速铁路部分停运。

广州、深圳等地部分区域出现断电，供电

部门正在组织抢修复电。截至 16 日 15时，南
方电网公司供电区域受影响用户达 157 . 09
万户，未恢复用户 97 . 68 万户；对港澳电力
供应正常。南方电网公司累计投入人员
16077 人次、车辆 4121 辆次进行抢修复电。

广州市商务委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应急预案，会同 256 家骨干商贸流通企业积
极筹措货源，加大物资储备，主副食品、生活
用品库存量保持至少 3 天的供应量，同时
150 家市生活必需品应急供应点全面启动应

急供应模式，确保台风到来前后各类民生物
资不脱销、不断档。

别样“三停”：最坚定的“风暴

逆行者”

在抢险救灾的一线，基层党员干部冲锋
在前，成为风暴中坚定的“逆行者”。

很多网友心疼地说，对群众而言的停工、
停产、停课这“三停”措施，对抢险救灾的人而
言，却是另一番景象的“三停”：停止休假、停
止回家、停止休息，准备战斗！

16 日下午，风雨正猛。一名 15 岁男孩途
经深圳市皇岗路时，被一棵突然倒伏的大树
砸倒，男孩腿部被压住。福田派出所接报后，
立即派出民警救助。树木倒伏，阻碍车辆通
行，张保军、陈大典两名民警紧急徒步前进，
及时联动消防和交警部门将男童共同救出。

16 日中午时分，一艘 4万吨工程船在惠
州锚地走锚漂移，船上 73 名船员安全告急！
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接报后，立即协调指挥
深圳分中心、南海救助局、广州打捞局、惠州
海事局派出救助船舶前往救援。三艘大功率
拖轮抵达现场应急处置，实施监护。海事部门
介绍，目前该船状态稳定，73 名船员安全。

根据广东省防总最新信息，截至 16 日
18时，全省累计共转移人员 252万多人，其
中危险区域已转移人员 137万多人，启用庇
护场所 18795 个，关停景区 640 个，关停在建
工地 29762 个，渔船回港 48661 艘，渔排作业
人员已上岸 3万多人。

(执笔记者：田建川；参与采写：周科、孙飞、
张加扬、陈宇轩、王浩明、毛鑫、王丰、孙少龙、
周颖、吕光一) 新华社广州 9 月 16 日电

提早布置、全面排查、紧急转移……虽然
台风“山竹”强势来袭，风雨肆虐，但两股相向
而行、井然有序的人潮却随处可见——— 一边
是党员干部、抢险救援人员义无反顾地冲锋
陷阵，另一边是人民群众从危险地区有序安
全地转移出来。截至目前，广西紧急转移安置
10万多人。

“宁可在灾害发生前被群众

骂，也不愿在灾害发生后听群众

哭”

16 日，尽管台风还未进入广西，位于中
越边境的崇左市已做好紧急防御部署。20时
召开的防御台风“山竹”临战视频调度会议决
定，增派 7 个以市委常委任组长的工作组，连
夜赶赴台风可能经过的地方，一线指挥防汛
防台风工作。

连日来，崇左市、县、乡镇干部以及公安、
民兵、消防、医疗卫生等应急抢险人员赶往各
个重点区域，组织应对“山竹”的严密防御网
络，形成了一条源源不断涌进危险区域的人
流。与之反向而行的，则是从台风可能经过区
域转移出来的群众，特别是空巢老人、儿童、
残疾人等，大量群众被安置在酒店、学校教
室、村委会、社区办证大厅等地避险。

台风登陆当晚，在大风和雨水中，崇左市
的乡镇和村屯的道路上，车灯、手电筒的微光
在黑暗中闪耀，党员干部纷纷进村入户，进行
最后的安全隐患排查，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角
落。

在宁明县亭亮镇那潭村弄村屯，患有严
重腿疾的危改贫困户程礼光凌晨时分还在自
己危旧的老房子里没有撤离，他认为应该不
会有事。宁明县委常委、副县长韩日辉带队巡
查发现后，立即拿出手机上“山竹”台风造成严
重危害的视频让程礼光看，终于说服他搬离。

程礼光腿脚不便，不能行走，巡查人员合
力将他抬到政府刚刚搭建好的新房子里避
险，并帮助他把部分财物转移出来。“我们宁
可在灾害发生前被群众骂，也不愿在灾害发

生后听群众哭。”韩日辉说。

到风雨中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

为应对台风“山竹”，柳州市消防支队 15
台消防车 54 名官兵于 16 日一早赶赴台风
“山竹”可能经过的重点地区玉林市增援。

台风中心经过玉林后，他们当晚又分成
三组前往博白、陆川、福绵三县。面对灾害及
可能发生的危险，消防官兵立即奔赴前线。据
了解，为全面做好“山竹”台风的应急救援工
作，自治区消防总队共调派了南宁、柳州、梧
州 3 个支队，35 台消防车，140 余名官兵进
行增援。

9 月 16 日晚，“山竹”从广东入境广西。
在两广交界的梧州市，不少道路两旁的树木
被吹倒、吹断，横七竖八倒在道路上，加之风
雨交加，过往车辆随时会撞上，道路险情不

断。
国道 324 线岑溪市归义镇路段一棵大树

被风吹倒，占据了大半幅道路，藤县河东加油
站对面路段树木被台风刮断，龙圩区一处乡
镇道路被吹倒的竹林阻断，岑溪市区 80 多米
长的铁制护栏被吹倒……直至 17 日凌晨，交
警们仍然冒着夜雨四处清障，保障被阻断道
路第一时间恢复畅通。

北流市是“山竹”进入广西的第一站。在
北流市隆盛镇平坡村，有电线杆被吹倒、有横
担被拉坏了，16 日 22 时许开始停电，5000
多名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

冒着大雨，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玉林
北流供电局党员干部和工人 20 多人紧急赶
到平坡村。接线、伸线、安装拉线……伴随着
机械轰鸣，新的电线杆终于立了起来。

17 日 16时许，抢险工作终于画上了句
号，24 岁的职工黄华对记者说：“为了平坡村

5000 多名村民能尽快用上电，所有付出都是
值得的。”

与群众在一起 让群众安心

9 月 17 日，一张照片在北海市民的微信
“朋友圈”中广泛传播：一名中年汉子背着老
人披着雨衣在黑夜里行走。老人名叫曹维耀，
已 87 岁，居住在北海市合浦县白沙镇独山
村。

“当时天渐渐黑了，下起大雨，刮着六七
级大风，我们发现曹维耀老人还在村里，老人
家的房子已是半危房，有的瓦面还漏雨，很不
稳定。”独山村老党员曹锡添说。

风雨越来越大，曹锡添背着老人，其他党
员干部打着手电筒，将老人送上开往村部的
面包车后，他们又返回继续排查。

“山竹”到来前，合浦县被认为可能将是
受灾较严重的地方之一。“我们丝毫不敢大
意，提前 2 天就安排所有乡镇干部下到村
里，”合浦县白沙镇镇长吴福荣说，“山竹”来
临的时候，所有党员干部都在基层，每个村里
都有挂点的乡镇干部、工作组组长过夜，村里
党员干部成立了医疗救助小组、应急救援小
组等，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在边境县级市凭祥，为防止强台风可能
毁坏塔吊、工棚等设施并导致人员伤亡，36
个在建工地的 1061 名工人及项目管理人员
被紧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台风要来了，16
日晚饭后我们被紧急安排到西贡大酒店住下
了。”在凭祥市高级中学学生食堂工程务工的
建筑工人陆显庭说，他来自广西玉林，与 14
个同乡在酒店安全避风。

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赶往乡
镇、村屯的不少党员干部当晚就地驻扎下来，
和群众一起迎战“山竹”。凭祥市委常委、副市
长覃文吉说：“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住在当
地有利于及时实施救援。党员干部在一线，群
众觉得有依靠，也会更安心一些。”
(参与记者王念、王军伟、卢羡婷、夏军、何伟、
吴小康、向志强)新华社南宁 9 月 17 日电

到风雨中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
广西抗击台风“山竹”一线观察

▲ 9 月 17 日，在广西北流市隆盛镇平坡村，电力工人在抢修受损电力设备。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 9 月 17 日，广东阳江阳春市武装部民兵为合水镇平西村受灾群众送来物资。

新华社记者周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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