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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抗洪

暴雨仍在持续！16 日，四川、重庆、湖北、安
徽等地仍有强降雨，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坚守
在防汛大堤上。

随着“七下八上”北方防汛关键阶段到来，
从南到北，我国多地进入迎战状态，战洪水、守
家园，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水利部消息显示，截至 7 月 15 日 16时，长
江中下游干流监利至大通江段及洞庭湖、鄱阳
湖水位仍超警 0 . 09 至 2 . 59 米，太湖平均水位
4 . 5 米，超警 0 . 7 米。

此外，云南金沙江石鼓段，四川雅砻江支流
达曲河等 103 条河流仍超警；重庆濑溪河，湖北
富水、长湖，安徽水阳江等 26 条河流仍超保。

江河湖库已然承压的同时，南方的降水仍
未停歇。16 日，长江流域正在经历 6 月以来的
第 7 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根据预测，17 日开
始，长江流域自西向东还将有一次过程性降水。

水利部预计，未来两至三天，长江上游、汉
江上游有一次洪水过程，长江中游干流及洞庭
湖水位缓退后复涨，下游及鄱阳湖水位维持缓
退态势；太湖水位将上涨，可能超过保证水位；
淮河上游干流水位接近警戒并可能超警；湖北、
安徽、江苏沿江河（湖）仍维持高水位；暴雨区内
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暴雨肆虐，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截至
13日，全国已有 27个省区市 3873万人次受灾，造
成人员死亡失踪 141人，倒塌房屋 2 .9万间。

与此同时，暴雨洪涝灾害导致南方多个省
份的农田和农业设施被淹被毁，成熟早稻因强
降雨无法收晒，未成熟早稻灌浆结实受阻，不利
于产量形成；旱地作物也遭受渍涝灾害。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副司长、
新闻发言人王志华指出，根据预测，7 月 16 日至
8 月 15 日，我国降水总体呈现“北多南少”空间
分布，多雨区主要位于东北大部、华北、黄淮、江
汉、西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部和中北部、东南
沿海等地，需加强淮河流域北部、黄河中下游、海
河流域、辽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防汛工作。

科学有力有序防汛抗洪

根据预测，7 月下旬，随着雨带北移，长江
中下游强降水趋于结束。但长江上游地区以及
淮河流域降水频率比较高，未来一段时间的防
汛压力仍然不能放松。

科学调度水工程，是防汛抗洪中很关键的
措施。水利部的数据显示，前期已经对 2297 座
（次）水库进行科学精细调度，共拦洪 647 亿立
方米，避免了 723 万人转移。

“要重点抓好长江水库群调度和中下游堤

防防守。要统筹考虑上游来水、三峡水库拦蓄能
力、支流水库运用以及对中下游防洪影响，进一
步明确三峡及干支流水库调度原则，盯住雨情
水情变化，下功夫算好江河湖库水账，做好精细
科学调度。”水利部有关负责人安排部署下一步
的防御工作时提出。

当前太湖水位仍在上涨，这位负责人说，太
湖及周边河网水位长期较高，堤防受高水位浸
泡时间长，极易发生险情。相关地方要严格压实
堤段防守责任，落实落细堤防巡查防守措施，确
保重点堤防和重要保护目标安全。

随着雨带北抬，淮河流域降水将增加。水利
部要求淮河流域的水库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
提下，尽可能发挥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山洪灾害是洪涝灾害中造成死亡人数最多
的一个灾种，也是今年防汛工作的重点。水利部
副部长叶建春说，水利部前期指导督促各地加
强山洪灾害风险隐患的排查，对有山洪灾害防

治任务的 2076 个县 1 万多人进行了全面培训。
及时预警，可为山洪灾害危险区的群众及

时转移争取时间，减少人员伤亡。近期，江西省
与三大运营商合作，利用手机全网发布，向受洪
涝灾害影响比较重的 6 个市、约 2000 万用户发
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王志华说，为解决预警信息发布“最后一公
里”问题，气象等部门已经建立了预警信息快速
发布通道，包括手机全网发布、电视和电台的快
速发布机制等。同时，通过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手
段的综合运用，覆盖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人群，
减少预警信息覆盖面的盲区，力争让预警信息
“跑赢”灾害。

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汛情形势瞬息万变。防汛抗洪，就是与时间
赛跑，跟洪水抢地盘。

在防汛抗洪的最前线，江西投入人力 110
万人次，转移安置群众 58 . 9 万人；安徽转移受
威胁群众 2 . 5 万余人，处置各类险情 5000 余
处，先后 6 次调拨各类救灾物资 3 . 8 万件；每日
约 20 万干部群众奋战在湖南的抗洪一线……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入汛以来，应急
管理部商财政部已累计下拨中央补助资金
17 . 55 亿元，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已累
计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9 . 3 万件，用于支持受灾
地区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目前，水利部派出的多路工作组，依然奔波
在淮河、太湖流域和安徽等地，指导督促地方做
好灾害防御工作。

中国气象局防汛救灾气象保障服务特别工
作状态已持续多日，组织专家和业务骨干成立
专班，打破常规提升气象预报服务能力。

为减少汛情对农业的影响，农业农村部启动
农业重大自然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向江苏、安徽、
江西、湖北、湖南等 5个省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灾
区调查了解灾情、评估影响，会同地方农业农村
部门完善防汛救灾和灾后生产恢复技术方案。

（记者高敬、胡璐、魏玉坤）
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

“七下八上”开启北方雨季

南边未晴北边雨，南北如何同战汛

随着 7 月进入后半月，北方地区的雨季也
即将开启，我国的防汛形势十分严峻。“七下八
上”这个让气象、防汛人员高度紧张的时间，到
底有什么不同？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王永光说，“七下
八上”一般是指每年的 7 月下旬到 8 月上旬，是
我国华北、东北地区降水最为集中的一段时期，
按照雨季防汛标准，也可以将这个时间段延伸
为 7 月中旬后半段到 8 月中旬后半段，大约一
个月。在此期间，我国北方特别是华北及东北地
区降水天气明显增多，容易出现洪涝及次生灾
害，如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

“七下八上”适用哪些地区呢？一般来说适
用于我国的北方地区，如华北、黄淮地区、东北
以及位于黄土高原的陕、甘、宁部分地区。

在“七下八上”时间段，短短一个月左右时
间，北方地区降雨量会占到一年降水量的三分
之一左右，北方地区达到降雨的最大峰值。

“七下八上”成为北方洪涝灾害发生最集中
的时间段，让不少人记忆犹新的 2012 年“ 7·
21”北京特大暴雨、2016 年河北省严重暴雨洪
涝灾害等，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都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内。

对公众来说，“七下八上”期间，一定要及时
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有出行计
划的公众，尤其是选择自驾车出游的话，要注意
防范道路积水，在野外游玩的游客要特别注意
防范雷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山洪地质灾害
多发时段，应该尽量避免去山区。

（记者高敬）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

何 为“七 下 八 上”
■新闻链接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周楠）15 日，洞庭湖依然
高洪压境。在高洪水位下被浸泡半个多月的老旧涵
闸容易出问题，徐庆九和他的“蛙人”团队正对湖南
省岳阳市华容县 20 多个老旧涵闸进行第二轮潜水
查险。9 时许，在华容县东山镇砖桥大闸，徐庆九 6
次下潜，对这座修建于 1954 年的老涵闸里里外外
检查一遍后，来不及擦干身上的水，又匆匆赶往下
一站。

“大雨之后天晴，水位开始下降，水压突然减小，
这个时候涵闸容易出问题，不再查一遍，我不放心。”
徐庆九说，摸闸这么多年，他对华容县大大小小上百
个涵闸的情况了如指掌，“它们的‘脾气’我都很清
楚。”

在防汛查险中，对涵闸的渗水等问题，机器没法
探查，只能依靠特殊的作业队伍——潜水抢险队下
水摸排和处置。华容县位于洞庭湖腹地，境内水网密
布，被称为“头顶长江水，脚踩洞庭波”，全县防洪大
堤总长 454 公里，其中一线防洪大堤长 325 公里，占
湖南省一线防洪大堤总长度的 1/10，防汛抗洪任务
重、压力大，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从事潜水抢险的
“蛙人”。

徐庆九 1994 年进入华容县乡镇水管站工作，
1996 年成为华容县水利局潜水抢险队队员，1998
年在抗洪大堤上火线入党。24 年来，带领潜水抢险
队员在平均水深达 10 米的涵闸排险处险上千次，
多次荣获“华容县人民政府防汛抗灾先进个人”
荣誉。

水下作业非常危险，徐庆九也不是没害怕过。
1998 年 7 月，洞庭湖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华容县团
洲乡团福闸发生闸门漏水大险情，徐庆九和队友潜
水 12 米，用棉絮封堵漏水闸门。处险过程中，徐庆九
的潜水衣被闸门边一截钢筋挂住，巨大的水流吸力
又将他牢牢吸在闸门缝隙上，现场抢险人员拼命拉
安全绳，30 分钟后才将氧气已耗光、奄奄一息的徐
庆九拉拽上岸……

自南洞庭湖的南咀站今年 7 月 2 日 20时水位
超警戒，拉开洞庭湖区水位超警的序幕后，洞庭湖
各地开始出现一些渗漏、管涌险情，徐庆九的工作
压力陡增。7 月 10 日 16时 50 分，华容县一线防洪
大堤的三封寺段黄石垱闸发现渗水险情。接到险情
报告，徐庆九带着队友迅速赶至现场，穿上潜水衣，
背上 30 公斤重的氧气瓶，他率先潜入闸底。在 10
多米深的水下，能见度几乎为零，他只能用自己的
双手一寸寸摸排，与外界的沟通仅有一根绿色尼龙
安全绳。

经过徐庆九 16 次潜水勘察，最终确认出险原因
是水压过大导致闸门关闭不严实。确认原因后，徐庆
九又根据现场技术人员提出的应急处置方案，利用
棉絮等材料封堵闸口缝隙。经过 6 个多小时紧急作
业，闸口缝隙被堵上，险情得以成功处置到位。

一根安全绳，一个氧气瓶，一套潜水服，一副潜
水镜，24 年来，徐庆九与他的同事带着这些简单装
备，风雨无阻，在水下排险处险，守护着河湖安澜和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新华社合肥 7 月 16 日电（记者程士华、陈尚营）
14 日，安徽枞阳县长沙江心洲圩堤告急：管涌发生
处，喷出 1 米多高的水柱，且水流越来越大，险情愈
发严峻。只有找到圩堤外水下的白蚁洞，堵上进水
口，才能控制住险情。怎么办？

“我下去！”
“我也下去！”
一人、两人、三人…… 6 名抢险队员，衣服都没

有换，就毫不犹豫跳进浑浊的水中。他们一点一点地
挪动，手脚并用，试探寻找白蚁洞位置，水深处脚踩，
水浅处手摸，不时潜入水下。很快，他们找到了白蚁
洞大致位置。

抢险队开始在白蚁洞周围打桩封堵。抢险队员
先把削尖的打桩木竖起来，挖掘机挖斗犹如大锤，每
一次重击，就有一根打桩木牢牢“站”在江水中。三四
米长的打桩木，只有 1 米左右露出水面。打了 100 多
根木桩，抢险队借助木桩固定防浪布，再把数百个沙
袋连同填土一起扔下去，封堵白蚁洞。

枞阳县水利局现场指导险情处置的技术专家琚
兵告诉记者，近日，受长江干流持续高水位影响，江
心洲圩堤险情不断。在发现白蚁洞前，他们熬了一整
夜盯守处置该险情。14 日早上 7 点后，内侧圩堤突
然发生大面积塌陷。通过勘察，专家断定白蚁洞是管
涌、渗水的主要原因，立即制定针对性的处置方案，
最终控制了险情。

“我们赶到现场时，看到管涌喷出的水柱有 1 米
多高，形势极为严峻。”枞阳县武装部政工科科长、民
兵应急连连长刘学告诉记者，接到险情通知后，他带
着 80 名民兵立即出发，赶往发生险情的堤段。民兵
应急连和江心洲村民、水利专家组成抢险突击队，成
功排除了险情。

多方齐心拧成一股绳。
刘学告诉记者，江心洲村民熟悉当地地形，每

人都是“活地图”，对守护家园积极主动，只要有需
要，他们是第一批跳进洪水的；水利专家见多识广，
处置险情经验丰富，能短时间内拿出险情处置方
案；民兵应急连主要由镇村干部、退伍军人、企业员
工组成，普遍年轻力壮，纪律性强，可以快速完成险
情处置方案的实施。

“七下八上”防汛期

56 岁的装修工
人王南桥站在堤坝内
侧，接过村民扛来的
沙袋，仔细堵住渗漏，
裤腿上泥水未干又湿
一层。

王南桥的老家位
于江西省九江市柴桑
区江新洲，这是长江
千百年冲击形成的一
片沙洲，四面环水，
120 余平方公里的江
岛上，常住人口 7000
余人，其中青壮年不
足千人。

连日来，受强降
雨和上游来水影响，
江新洲水位持续超警
戒。7 月 10 日，正在
装修工地上忙活的王
南桥看到大家都在转
发一封来自家乡的
“告游子书”，上面写
着：“人员短缺，调配
紧张，江新洲的父老
乡亲们，家乡需要
你。”他当即停下手中
的活，骑着摩托车当
天就赶到江洲渡口，
搭上了傍晚最后一班
轮渡。

“ 500 元一天的
工钱不赚了，我要回
去守大堤！”王南桥

说。和很多江新洲人一样，王南桥早年外出打
拼，前几年举家搬到了江新洲对岸的九江市
区居住。渐渐地，王南桥回乡的次数越来越
少，但家乡的油菜花、金沙滩、棉花地等一草
一木时常出现在他的梦里。

在汛情最为严峻的江新洲北堤，部分堤
段江水已经高过坝面，浊浪不停拍打岸边沙
袋。环绕江新洲 40 余公里长的大堤上，每隔
240 米就有一处哨所，每天有 8 名村民和 2
名镇村干部昼夜轮替值守。

江岛防汛，最缺人力。“武警官兵、志愿者
等各方力量赶来支援，但还是人手紧张，巡逻
查险、装沙垒坝等工作需要更多青壮年搭把
手。”江洲镇党委书记陈世超说，“告游子书”
发出后，无论线上、线下都得到了广大村民的
积极响应。

7月 12日，因汛情紧急，柴桑区江洲镇防
汛抗旱指挥部当天发布通知，全镇老弱妇孺必
须全部转移。截至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
2372人。

渡口上，汽笛长鸣，螺旋桨激起的浪花推
着轮船驶过长江，不少居民挥手泪别家园。同
时，也有越来越多像王南桥这样的村民逆行
跨江、返乡支援。陈世超说，自“告游子书”发
布以来，已有 3500 余名江洲儿郎专程返乡
抗洪。

上午堵渗漏五六个小时后，王南桥大汗
淋漓回到 170 号哨所稍做休息。暴雨暂歇，水
位有所下降，但大家丝毫不敢松懈。

“这堤坝是我和父辈们一担一担土挑起来
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堤毁了，家就悬了。”
他说。

（记者黄浩然）
新华社南昌 7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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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探蚁穴

地质队员“驻县进乡”的防灾减灾启示
今年梅雨汛情期间，浙江两起因暴雨引发

的山体滑坡，都因为有专业地质队员在现场提
前预警，当地政府组织村民紧急转移，避免了大
量人员伤亡。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今年浙江
开始实行的千名地质队员“驻县进乡”工作，这
一创新让专业人员为基层工作人员科学防灾救
灾提供了指导。

科学决策能力和专业技术力量，是防范地
质灾害的关键。面对可能出现的灾情，基层干部
需要科学决策的依据。然而，当前我国不少县市
缺乏专业地质技术人员，面对地质灾害，在风险
识别、风险研判、风险防控方面，基层政府往往
缺乏科学决策依据。

部分基层干部反映，过去防汛抗灾，基

本靠经验，缺乏专业人员助力，有时存在“天
灾不可抗、伤亡免不了”的惯性思维 ，或者
“不是地质灾害点就不需要人员转移”的麻
痹思想。

相反，如果能提前部署，向一线派驻专业地
质队员，进行网格化管理，补齐基层地质风险防
控技术力量欠缺的短板，这不仅是精准施策的
创新，也能为防灾减灾提供科学指导。

地质灾害隐患早期识别难度大，局地性暴
雨很难及时准确预测预警，已查明的地质灾害
隐患基本消除后，新的地质灾害风险点还会不
断暴露出来。有专业技术人员驻县进乡，能提前
了解和熟悉当地情况，一旦发生地质灾害灾情、
险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为当地政府开展应急

处置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事实证明，这样的措施行之有效。浙江从

2017 年初开展“除险安居”三年行动，从源头上
排查灾害事件的发生隐患点。截至 2019 年底，
浙江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已从 2016 年的 5220 处
降至 2019 年底的 727 处，受地质灾害威胁人数
从 18 万余人降至 2 万余人。

天灾不可避免，防控做在平时，防灾减灾需
众志成城抢险救灾，更需科学决策防险避灾。在
防灾减灾工作中，期待安排更多专业人士到一
线去，提升基层科学决策和应对水平，将功夫下
在防患于未然之时，尽一切科学手段和专业技
术力量防灾、减灾、避灾。

（本报评论员裘立华、崔力）

空投石块堵溃口

▲ 7 月 16 日，直升机在空投网兜石块。
当日，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度 3 架直升机，在湖北省阳新县进行“水陆空”立体化应急救援。其中包

括一架米-26 直升机和一架米-171 直升机在富河干堤葵赛湖下垸溃口上空，空投网兜石块。7 月 9 日，湖北
省阳新县富河干堤葵赛湖段下垸出现一处溃口。溃口处路面窄、路基软，大型机械设备和工程车辆无法抵
达。为了尽快完成封堵，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度 3 架直升机，参与空投封堵。 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高洪压境——在高洪水位下的老旧

涵闸容易出问题。为防堵隐患点，拉起安

全绳，背上氧气瓶，他们在水下 10 米处

打响了“家园保卫战”。

圩堤告急——管涌发生处喷出

1 米多高的水柱 ，只有找到水下的白

蚁洞，堵上进水口，才能控制住险情。

为保护家园 ，他们争当水下“蚁穴探

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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