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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沙眼”频酿大险情

去洞庭“心腹之患”须治“软脚堤坝”

本报记者苏晓洲、谭畅

洞庭湖蓄纳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四条大河，
通过松滋、藕池、太平、调弦四口吞吐长江，是我国
第二大淡水湖，同时也是全国治水的重点、难点。
6 月底至今，多场特大暴雨引发汛情，记者在洞庭
湖区抗洪抢险一线采访了解到，洞庭湖防洪体系
中，沙质“软脚堤坝”普遍存在堤身、堤基渗漏严重
等问题，是防汛抗洪的突出“软肋”。多地水利专家
建议，启动吹填压浸、高喷灌浆等治理工程，升级
换代这类堤坝，努力消除洞庭防洪的“心腹之患”。

“小沙眼”频酿大险情

洞庭湖平原是著名“鱼米之乡”，上千万人口
和重要基础设施靠堤防保护，堤坝失守、洪水肆虐
的后果不堪设想。

今年汛期，洞庭湖水系很多干堤，经受住了洪
水的考验，可谓劳苦功高。但仍有一些堤坝出现险
情，靠抢险队伍全力以赴“堵”，才转危为安。

位于西洞庭湖区的沅江、澧水和洞庭湖的结
合部，防汛任务十分艰巨。

14 日上午，记者来到这一区域抗洪一线采
访。看到沅江大堤边一处排水渠道内，有一处经过
处置后正在监测中的翻沙鼓水险情。险情发生处
渗入的水流，已经汇集成了一口小池塘。虽然出险
点被重重木桩包围，用大量沙袋、鹅卵石压住，但
仍有细细的水流和气泡汩汩升腾。

根据水利部门在出险地设立的告示牌和现场
值守人员的介绍，记者了解到，9 日 19时 30 分，
这个堤段防洪大堤沅江水位达到 38 . 70 米，超警
戒水位 1 . 2 米。参加义务巡堤的一位当地群众发
现，大堤边有个洞，夹带泥沙的浑水源源不断向外
涌出，他立即向防汛部门报告。

一位从事水利工作 30 多年的专家告诉记
者，险情发生后，当地紧急制定了沙袋、鹅卵石铺
盖导渗的处险方案。随后，抢修了一条 200 多米
长的抢险通道，先后组织了干部群众和抢险应急
队员 600 余人，动用了大量工程机械投入抢险。
在投入数千个沙袋、800 多立方米鹅卵石，筑起
一个巨大的砂石反滤导渗压盖后，险情才得到有
效控制。

“如果不是及时发现、迅速处置，这处险情大概
率会导致堤坝溃决。”这位专家心有余悸地说，这个
出险点位于一个大型堤垸最上游，一旦堤坝溃决堤
外高洪水位涌入，包括一个县城和 9 个乡镇街道、

约 26万人口、37万亩耕地将受灾。对最先发现险情
的居民，当地政府给他颁发了 3000元奖金。

水利专家告诉记者，发生险情的这段大堤，属
于沙质大堤。

记者环洞庭湖采访，遇上很多发生险情的现
场。沙质堤坝，经常扮演主角。

23 日，南洞庭湖区一段堤坝，发生沙眼流土
重大险情。森林消防、公安、防汛应急等千余人紧
急驰援，在高温酷暑中打响大堤保卫战。沿堤巡查
人员发现，一处曾出现沙眼险情的农田水温较低，
部分位置水深齐腰，怀疑堤外沱江的水已经渗透
到堤内。水利专家迅速赶到现场，发现多个沙眼已
连成一片，对大堤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当地迅速组
织力量，开展抢险。

在烈日高温中，数百抢险人员在沙眼群上方
铺设土工布，大量铺设砂卵石，修筑围堰。烈日下，
抢险队员们开挖导渗沟，装袋、搬运、铺设砂卵石，
不时齐喊口号相互鼓劲。休整间隙，大家往头顶浇
水降温。经过一番苦战，险情才基本得到控制。

“沙堤”成洞庭“通病”“心病”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是唐
代诗人白居易笔下描绘的美景。

但在洞庭湖区，“沙堤”却是洞庭湖区防洪的
“通病”“心病”。

记者在西洞庭湖区一处发生“沙堤”险情的地
方了解到，险情所在堤段近年在汛期曾频频发生
翻沙鼓水险情。如 2017 年 7 月的一个夜晚，这段
大堤就连发三处鼓水险情，其中一处距离大堤有
大约 500 米，当时也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控制住。

一位水利专家说，这段堤坝长约 8 公里，属于
典型的沙质堤坝。而洞庭湖区的沙质堤坝，源于
20 世纪中叶围垦洞庭湖期间，群众在河岸边取
土，靠人力扁担挑箩筐“担”出来的。由于堤坝没有
开挖基础，整体建在“软塌塌”的砂卵石地基甚至
沙地上，堤身是人工“担”来的土壤，土质偏砂性，
颗粒之间存在缝隙。

这样的堤坝，在高洪水位下，可能变成“沙滩
上的沙堡”，在汛期很容易被拥有巨大渗透力的洪
水“顶穿”基础或堤身造成涌水翻沙，引发管涌等
险情；险情不断发展会淘空地基，引起地面和堤身
塌陷、溃决。

记者环洞庭湖区采访，经常听到水利专家反
映沙质堤坝险情易发、频发的问题。一位水利专家
介绍，当洞庭湖或“四水”入湖江段达到或高于警
戒水位时，沙质大堤“内脚”就容易出现翻沙鼓
水，随着“沙眼”不断扩大，会发展成管涌。管涌区
沙石浆像沸腾的稀粥，如不能及时控制就会导致
溃堤。这个问题，是洞庭湖区的一个“通病”。

还有专家介绍，沙质大堤发生的穿堤管涌险
情，风险范围很广。有的管涌点，可能出现在大堤

外几里远的地方。一些地方根据发现险情距离
大堤的远近，制定了距离越远、奖金越高的激励
措施，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查险。即便如此，汛期
还是感到有些防不胜防。

相关水利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洞庭湖区共
有堤防 10000 多公里，其中堤基渗漏堤段 1500
多公里、堤身渗漏堤段 2000 多公里。一些堤防
设防标准、达标程度不够高，险工、隐患较多的
堤坝，就属于沙质堤坝。

记者在洞庭湖区采访了解到，今年自洞庭
湖南嘴站 7 月 2 日水位超警戒，拉开洞庭湖区
水位超警的序幕后，洞庭湖已经维持 20 多天的
高洪水位。湖区多处地方出现了散浸、渗漏、白
蚁漏洞、翻沙鼓水、管涌等各种险情，虽然险情
程度相对不算严重，但如果处置不及时、不到
位，就会酿成大险情。

湖区多位水利干部介绍说，从 20世纪 80
年代开始，洞庭湖经过了两期治理，堤防质量改
善成效明显，但是每次高洪水位压境，还是很容
易出现上述险情。究其原因，除了水位高，还跟
洞庭湖区堤防本身的“体质”有关。

“升级堤坝”保长期安澜

洞庭湖区一些地方水利部门负责人告诉
记者，针对沙质堤坝“先天不足”问题，湖区各

地汛期要派出“千军万马”24 小时不间断巡
检，还要采取挖沟导浸等工程措施，但险情依
然防不胜防。

还有专家介绍，近年来，环湖各地采取大型
挖泥船吹填、抛石护脚等方法加高、加固堤身。
但由于沙质堤坝基础、堤身内部“材质”太差，很
多堤段出险的频率依然很高。

此外，一些地方对沙质堤坝采取黄泥灌浆
等技术处理，但是由于地下水位高，导致灌浆
后存在难以凝结等问题，治理成效比较有限；
一些地方还用控制翻水口水闸的方法来减轻
沙质堤坝压力，但又容易造成相应地区内涝问
题……

水利专家介绍，三峡工程运行后，遇较大洪
峰时水库进行拦蓄，虽然可减轻短时的防洪压
力，但水库在拦峰后，拦蓄的水量紧接着要下泄，
下泄的流量比自然状况下洪峰过后的流量大、持
续时间长，这样洞庭湖区高水位维持时间较长，
大汛之年洞庭湖区防洪“持久阵地战”特征明显。

以南洞庭湖区一个县为例，2010 年到
2018 年，全县 9 年中有 5 年入警戒水位，入警
天数为 83 天，入警概率 55 . 6%，平均入警天数
为 16 . 6 天。在此情况下，洞庭湖区沙质堤坝
“治标加治本”的升级改造，十分必要。

据《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了解，长江中下游
地区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一些沙质防
洪堤坝也不同程度存在“软脚”问题。在洞庭湖
区率先启动“升级换代”治理工程，逐步积累经
验并加以推广，对提升长江中下游地区汛期防
洪能力，具有深远意义。

水利专家建议，采取吹填压浸、高喷灌浆
等工艺，对洞庭湖区沙质堤坝基础和堤身实施
包括吹填防渗铺盖工程等在内的系统治理工
程。治理工程设计，要比照洞庭湖二期治理
标准。

在推进这一项目同时，还要对重点部位实
施衬砌护坡、抛石固脚等工程，如果改造项目能
够实施，这些堤坝防洪标准能达到 50 年一遇的
水平。

由于实施这一项目，堤坝每公里整治资
金需要上千万元至数千万元不等，湖区以农
业为主、财力有限的各县市无力自行开展，以
致每逢汛情深感迫切，汛情一过又只能一拖
再拖……专家们建议，国家立项和投入资金
支持项目实施，加强考核督办，争取在汛期结
束后尽快启动，尽快实现全面沙堤“升级换
代”。

此外，还有专家谈到，针对堤坝险情自动侦
测，目前已有具有一定功能的“火眼金睛”，如水
下堤坝管涌渗漏检测仪。这类设备依据特殊电
流场的“流场法”原理设计制造，有能力探测江
河、水库的堤坝管涌渗漏入水口、渗漏通道，能
探测出高水头作用下堤坝产生的新的渗漏位置
及渗漏严重程度，为抢险指明主攻方向和赢得
宝贵时间。

但这类抗洪抢险很多“黑科技”，有的尚处于
起步试验阶段，而有的技术成熟需要较大投入难
以推广，基层建议国家加大支持力度，让更多新
科技、新装备尽快成熟达到应用水平，让更多成
熟的科技成果和装备配备到抗洪抢险一线参加
“实战”，确保洞庭湖长期安澜。

编辑刘婧宇

（上接 6 版）
当初也很担忧线上模式对线下模式造

成颠覆冲击，但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我们面
临的变革更多的是“良性”的。比如，我们每
年举办的古镇灯博会，我们会把线下的展览
功能布局到线上，两条腿走路，用好线上功
能，让更广范围的采购商和参展商了解我们
展会。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行业发展部
总监高士旺认为，中国“买全球卖全球”的国
际地位，目前是无法被替代的，“制造力”和
“供货力”稳定有保障。这是国际采购商关注
网上广交会的一个原因。

毫无疑问，短短两个月时间，将过去线下
近 120 万平方米的展馆，以科技搭台“搬”到
线上，是一次很大的挑战，展会期间就暴露出
不少“试水 BUG”。

但新方式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过
去广交会空间有限，参展商一位难求，有些
小规模采购商由于机票、住宿等原因无法参
会，线上的方式就可以很好解决这些问题。”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
明说。

白明认为，依托“新基建”，长远来看，广
交会迈入“云端”乃至整个会展行业向线上
发展是必然的趋势。“但这并不是说线上取
代线下。随着技术的推进和成熟，未来的会
展模式更加倾向于在保留必要的线下功能
的基础上逐渐增加线上比重，线上线下良性
互动。”

危中有机，双循环中看韧性

目前，海外疫情影响仍在持续，外贸恢
复情况仍然承受较大压力。与此同时，当前
国内外因素的诸多不确定性，也令一些企业
感到担忧，但国内国际市场的“双循环”，显
示出强大的韧劲和潜能。

一些制造业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前一方
面是海外疫情影响，另一方面中美经贸摩擦

仍在持续，给企业增加了不少成本，也带来
了不确定性的压力。

某企业外贸负责人说，因为订单具有一
定的周期性。目前的订单主要是一些疫情之
前已经敲定的项目，需求已经板上钉钉，但未
来几年疫情效应会逐步显现。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借助于网
上广交会这种形式拓展外贸订单的企业，很
多小型外贸厂，也在积极寻变，借助新模式、
新技术，危中取机，稳住了外贸基本盘。另一
方面，他们更加聚焦国内市场，发掘市场潜
力，逆境中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国外订单减少了，但是国内市场的需
求我十分看好。”东莞市雷泰吸塑包装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耀龙说。公司主要产品是食品
包装盒。受疫情影响，上半年订单同比下降
50%。

随着国内疫情明显得到控制，加上刚性
消费需求和人们对自身饮食健康安全的关
注，张耀龙觉得国内市场大有可为，“这次疫
情会改变很多人的消费模式，外卖市场将有
大幅度的提升，从而出现大批量的快消餐饮
企业，给食品包装行业将带来利好。预计今年
我们的订单市场，会由 2019 年的国外订单过
半，转变为国内市场为主的状态。”

一些企业展现出了“更深远”的信心。成
立于 1993 年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主营高性能改性塑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
高科技上市公司。近三年来，该公司保持着平
均每年 10 亿元人民币的研发投入，年研发投
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4% 左右。

但疫情期间，公司的研发投入不减反增，
今年上半年研发投入近 7 亿元，同比增长近
50%。

在金发科技董事长助理兼科技管理总监
彭忠泉看来，危中有机，当前是公司能实现对
行业领先企业弯道超车一个机遇。耐得住寂
寞、长期持续的投入、不断创新突破将形成企
业的产业链优势。

编辑刘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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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循 环 中 看 韧 性

▲ 7 月 23 日，在浪拔湖镇红堰湖村，救援人员在装填石袋。 新华社记者陈思汗摄

新华社记者高皓亮、姚子云

房屋浸在水里，所有门窗洞开。
赣北鄱阳，乘船进入此次受灾最严重的乡镇

之一——昌洲乡。圩堤漫决，这个四面环水的岛
乡 15 个行政村、23 平方公里全部受淹。

半月前，雨夜，洪水把环绕岛乡的圩堤撕开一
个口子，低沉的锣鼓声、急促的喇叭声骤然响起。
伴随着紧促细碎的脚步声，全乡 1 . 4 万余名群众
有序转移。

依水而生，村民早就摸清了这水的习性。修
建房屋时，心里也大致有个谱，水再大，一般很少
淹到二楼。听到转移通知，把家具、电器等值钱物
件搬上二楼，养的鸡鸭带不走，索性一起上楼。

或投亲靠友，或到集中安置点，由于担心发生
次生险情，全乡 9000 多户村民必须全部转移。

人离开，但门窗必须打开，这是洪水留下的印记。
否则，洪水来临，屋内、外存在压差，更容易倒塌。

群众放心离开，离不开留下的“守门人”。
乡政府所在的永平村，一间未进水的民房挂

着村临时党支部的牌子。
洪水围乡，断水断电，房间酷热难耐。留守的

12 名村组干部、党员和志愿者找来一台柴油发电
机，但首要的是给手机充电。

村民在安置点吃住不愁，却总惦记家里情况。
手机，成为连接两个“家”的桥梁。

“看，水没上二楼，你家的鸡鸭已经喂了……”
划船到各家各户门前，拍照、拍视频，60 岁的村文
书洪启加原本不太会用智能手机，这半个月，每天
在村民微信群中做水情“直播”，早已熟门熟路。

洪水来袭，村民走得急，老人住院要用的证
件，小孩吃惯了的奶粉……安置点那端“遥控”，洪
启加翻箱倒柜一件件找到，划船送到村口转交乡
镇干部。

留守，为了让大伙安心，也为返回家园早做
准备。

董坪村 58 岁的脱贫户董书旺也是留守一员，
每天走村串户，看到谁家的化肥农资有被淹危险，
就帮着再码高一些。

靠政府贷款支持，董书旺流转来 200 亩水田
成了种粮大户，2017 年一家顺利脱贫。这次主动

申请留守，既想着帮大伙做点事，也谋划着尽早把
晚稻抢种下去。

农时不等人，能早一天，就是早一天的收成。
省里调拨的备荒救灾种子已到，县里跨乡镇调度，
在受灾较轻的乡镇提前育秧，备好足够全乡 1 万
亩水田的秧苗。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圩外，昌江水位一天天下降。每下降一公分，

就是村民回家一大步。

圩内，洪启加、董书旺……全乡 2000 多名“守
门人”备好 100 多台水泵，只等水位达到排涝点。

作为江西第一人口大县，此次洪涝灾害已致
鄱阳 15 万余人紧急转移安置，成千上万的“守门
人”留守村庄，替大伙看护家园。

夜晚静谧，船桨滑动水面，洪启加开始新的一
轮巡守。取名“梦回昌洲”的微信群中，村民发来
信息，“谢谢你洪叔，水退了我们就回家。”

新华社南昌电

岛乡“守门人”

▲在江西省鄱阳县昌洲乡马湖村，高建（左二）和其他的留守工作人员一起巡查村民
的房屋（7 月 25 日摄）。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洞庭湖防洪体系中，沙质“软脚堤

坝”普遍存在堤身、堤基渗漏严重等问

题，是防汛抗洪的突出“软肋”

当洞庭湖或“四水”入湖江段达到或

高于警戒水位时，沙质大堤“内脚”就容

易出现翻沙鼓水，随着“沙眼”不断扩大，

会发展成管涌。管涌区沙石浆像沸腾的

稀粥，如不能及时控制就会导致溃堤。这

个问题，是洞庭湖区的一个“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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