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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水水北北调调河河岸岸考考虑虑增增设设自自救救绳绳
相关部门将优先更换事故多发路段的老化防护网

本报济南5月12日讯（见习
记者 王建伟） 爷孙俩河边
溺亡后，7岁孙子的尸体最终被
找到，但是当天并没有发现溺
水爷爷的踪影。12日，搜救人员
继续搜救，但是几经努力，失踪
爷爷的尸体还是没有找到。截
至记者发稿，救援人员仍在持
续搜救中。

12日下午2点左右，记者在现
场看到，落水者家属站在事发地
附近的一处桥头，失声痛哭，并在
桥头烧起了纸钱。事发地附近的
河道两岸，站满了围观的群众。事
发地附近的河道里，上百村民自
发组成的打捞队伍，仍在对落水
爷爷的尸体进行搜寻。

当天，村民们组成救援队伍，
使用拖钩继续对事发河段多次进
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有可疑
地点，就用木船划上前去确认。但
可惜的是，截至12日晚10点，救援
人员仍未找到爷爷的踪影。

据了解，从事发地点到北侧
的闸口位置，约有2公里左右，所
有的搜救行动都是在这一河段展
开的。据村民介绍，顺着闸口再往
北的位置，有一条暗河，如果落水
者顺着闸口下面的孔洞流进暗
河，将很难再被找到。

上百村民参与打捞

爷爷仍未找到

12日下午3点，村民自发组成的救援队伍仍在对失踪的爷
爷进行打捞。

防护网

为何一撞就破

据李玉科介绍，爷孙俩出事
的路段属于堤坝路，或称堤顶
路。从该路段最初的设置性质来
讲，主要是为了方便南水北调工
程管理和维修养护而设，属于工
程管理道路，而非市政道路。

“该路段在技术层面上并
不符合公路标准，周围的一些
防护设施，比如防护网，主要
是起到警示作用，防止无关人
员进入该处进行游泳、钓鱼、
放牧等活动。而单论防撞程
度，是根本就没法抵御机动车
辆碰撞的。”李玉科说。

在事发现场，有村民称，
事发路段附近，有不少防护网
都已经年久失修，锈迹斑斑。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不定
期对护栏进行养护，一些防护
栏被撞坏后，我们都会尽快补
上，防止出现开口。”

河道里有无

自救设施

据李玉科介绍，坡陡、水深、
壁滑是南水北调河段的主要特
点。“整个渠道是4米深，平常的
水深一般能够达到2.5米到3米。
在水比较深的情况下，一旦掉下

去非常危险。”李玉科表示，整个
河道呈倒立梯形。河道的坡度也
比较陡，斜度为1:2.25左右。

“另外，这个坡都是混凝
土浇灌的，常年泡在水里，会
长水藻，比较滑，人一旦掉下
去之后，扒不住。好多人以为
看着没事，其实他们不知道这
里边的危险性。”李玉科说。

悲剧发生后，有不少的围
观村民认为，如果当时河岸有
抓手、台阶或者类似的自救设
施，悲剧可能会避免。

对此，李玉科称，由于河道
的水位随着汛期的变化而不固
定，很难找到固定位置安装把
手。但可以用通过安装自救绳的
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具体
来讲，就是隔一段距离，就在渠
道两壁设置绳索，漂在水面上，
落水者可以通过抓取自救绳自
救，或等待其他人救援。“此外，
我们也曾考虑过安装救生圈，但
后来却发现，救生设备越是完
善，越是助长了一些人有恃无恐
的心理，到河里游泳、钓鱼、放羊
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这令人很
头疼。”李玉科称。

如何防止

悲剧再次发生

李玉科介绍称，南水北调
主管部门定期在周围的学校

以及公共场所发放宣传资料，
并联合公安，开展安全教育活
动；而且还定期增加路旁、桥
头、电线杆上的安全警示标
语；此外，还有巡查人员每天
对河道两岸进行巡查，力求排
除不安全的因素。

据他称，今后，南水北调
管理部门会考虑申请增设救
生绳等急救设施，以方便对
落水者进行救助。另外，正在
申请对防护网进行大面积更
换。“我们考虑分批次、分重

点地更换防护网，对于一些
事故多发的路段老化的防护
网 ，我 们 将 会 优 先 考 虑 更
换。”

有村民建议，应该将事发
路段进行封闭式管理。对此，
李玉科回应称：“路虽然是我
们修的，但对于该段堤坝路，
我们并非禁止群众通行，但也
不提倡群众随便畅行，而只是
对一些可能对路面造成损害
的车辆，在车高、车重、车距方
面做出限制。

最后的托举

12日，本报报道了因雨天路滑，车辆落入南水北调河导致爷孙俩溺亡的事件，引发读者关注。悲剧
已经发生，无可挽回，但是一连串的问题仍然有待解答。12日下午，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南水北调济
南局副局长兼长清渠道管理处主任李玉科。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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