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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战“7·18”·应急之变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宁愿十防九空
不能失防万一

18日早8点03分，济南防汛
部门在微信工作群里发出一条
信息：各位，城区已启动暴雨蓝
色预警，要求各区、成员单位快
速反应，落实措施，加强应对，
加强调度！

十几分钟后，市民王潇手
机上收到了一条推送，通知了她
这一消息。本来她正打算带孩子
上幼儿园，看到这个消息后，她
给孩子班级群里发了个短信，请
了假。“现在一遇到暴雨天，我基
本都不让孩子去上幼儿园了，自
己也尽量减少外出。”

十年前的7月18日，王潇还
是个大三的学生，暑假留在学
校上双学位的课。下课从教室
出来，雨水已经过了小腿。“那
时候我在山大中心校区上课，
宿舍在洪家楼校区，也没什么
防范意识，等到雨小一些了，就
开始蹚水往宿舍走。现在我宁
愿在教室睡一晚上，也不敢这
么冒险了。”

经过那场大雨，市民的暴
雨防范意识骤增。去年7月18
日，由于预报第二天下班时间
有大雨，济南市政府下发通知，
19日下午3点下班。19日晚高峰
期间，济南路上车辆稀少，人们
在家中从容等雨。

虽然大雨直到深夜才来，看
似被“忽悠”了一把的市民却没
有什么抱怨，“经过了‘7·18’，都
觉得谨慎一点更好。”王潇说。

这也就是“宁愿十防九空，
不能失防万一”，省委副书记、
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专门到重
点工程查看防汛情况，并提出
了这一要求。今年7月6日，正在
赶往督导创城工作途中的王文
涛临时更改了行程，第一时间
在大雨中察看了多处积水路段
和老旧小区的积水情况。

泵站提前开启
积水排得更快了

天桥区制锦市街道办主任
姜辉祥清晰记得十年前的那一
天。那时候，他还没有来到制锦
市街道办工作，只是住在制锦

市街道办。“我和家人在楼下，
看到一辆公交车被淹在那里。旁
边交警直属大队的十几个小伙
子，穿着雨衣把困在车上的乘客
一一背了下来，我还专门用DV
录下来，刻成了光盘。”

制锦市是济南自然地势最
低洼的地段，每逢大雨必积水，
并且排水也比较困难。“‘7·18’
大雨过后，积水两天没排下去，
我有一个同事家也在这，她19日
出嫁，我们从满是淤泥的院子
里，好不容易才把她接了出来。”

也正是因为“7·18”，少年
路上建起了排水泵站，积水问
题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因地势
低洼，防汛依旧是重要工作。

“每逢下雨，我都会想起那
十几个交警小伙子的身影。”担
任制锦市街道办主任之后，姜
辉祥也提醒自己，只要措施得
当，积极作为能够减少暴雨带
来的损失。

汛期来临之前，街道办会

准备防汛沙、皮划艇等，雨季到
来之前都要清点补充。成立了突
击队，和辖区企业进行联系，建
立防汛队伍，保证逢暴雨时可以
救急。“只要进入汛期，我们办公
楼里会写明今天谁代班，只要有
雨情，代班领导就得坚守。”

7月6日当天，制锦市街道办
和少年路泵站管理单位对少年
路泵站开启的流程重新做了沟
通，18日当天就用上了，“我们提
前开启了泵站，及时排水。”

有了这些，再加上一些基建
改造，心里就踏实了。“前年，我
们把所有的楼前路面垫高，水进
不了楼道。对于楼道门前的积
水，我们也正在想办法。”

天气预报员数量翻番
汛期三人同时值班

“7·18”当天，济南市气象
台值班的天气预报员是胡鹏，
十年后的7月18日仍然是他在

值班。
十年前的那天早上，胡鹏

看到的气象状况跟课本上写的
暴雨来临前状况几乎一模一
样，他做出了暴雨的预报，气象
部门也发出了预警。按照标准，
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
已经算是暴雨了，“谁也想不到，
那天一小时就下了151毫米。”

能够准确预报，是减少灾
害造成损失的关键一步。十年
来，科技在进步，人也在进步。
十年前济南市气象台一共就四
五个预报员，基本都是一个人
值班，值班的时候需要不断对
气象资料进行分析，并且做出
预报。现在预报员的队伍已经扩
充到了十人。“汛期的时候，三人
同时值班，一个正班一个副班，
还有一个人专门盯雷达。”

在设备方面，去年，济南市
委、市政府专门拨款1000万元，
用来购置垂直探测的设备。“我
们在市区和天气的上游平阴建
设微波辐射计阵地，省里也支持
我们建设4号卫星的雷达站，这
些设备上了以后，我们能了解垂
直天气发生变化的情况，提高了
天气预报的准确率。”济南市气
象局局长闫丽凤说。

此外，济南市专门成立了
暴雨、强对流、暴雪团队，攻克
技术难关，提高预报准确率。

即便如此，仍然很难与气象
的千变万化抗衡，“分区域、分时
段、分强度、精细化的预报，也是
预报的难点。”闫丽凤说。

“每次预报不准，都会有市
民打12345投诉，我们也是挺有
压力。”胡鹏说，预报时，也是要
做到语言更加精准。

如果用现在的手段，去预
报十年前的那场暴雨，会是什
么结果？胡鹏表示，还是难以判
断，“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自动
气象站，每隔10分钟可以看到一
次结果，如果我们发现上游来了
暴雨，并且一直没有减弱，也会
及时发布预报，并且通过APP、
短信、微信等及时发布给市民。”

应急预案
十年修改了五次

“7·18”暴雨之所以会造成
当时那么严重的危害，绕不开
的是防汛组织体系的不完善。

“每到7月18日，就是我们反思
的日子。”济南市防汛部门相关
负责人说。

“‘7·18’之后，济南市专门
成立了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仅成员单位就有46个。”该负责
人表示。同时，十年前，济南的
防汛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也很
差，“几乎说是可有可无”。之
后，济南在2007年、2008年、
2010年、2012年和2016年五次
修改防汛应急预案。“这种高频
的修订，也是为了让应急预案
保持科学性、实用性。”

该负责人表示，十年之前，
防汛值班就靠一部电话，而现
在要求的是双人值班、领导带
班，“像18日这种发布暴雨预警
的天气，我们更是得全员到
岗。”在技术手段上，十年期间
更是增加了调度系统、视频系
统、无线指挥系统、水文监测系
统、异地视频等等。

“有了这些，我们在指挥中
心就可以看到铁路桥下、低洼
路段有没有积水，南部城区道
路上有没有行洪现象，河道排
洪水位高不高。”该负责人表
示，发现问题之后，还可以随时
调度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对于防汛，济南的态度也
变得更加认真。“国家规定6月1
日到9月30日是汛期，但是济南
有时在4月份就会有较大的降
雨。”济南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决
定汛期何时开始、何时结束，

“最晚的一年，汛期延长到11月
份才结束。”

上述负责人表示，随着硬
件准备的提升，济南已经从被
动防汛转为主动迎汛。“再遇到
暴雨，我们心里也不慌了。”

从从被被动动防防汛汛
到到主主动动迎迎汛汛

十年五修预案，应对暴雨更从容

在济南人的心中，7月18日是一个无法忘记的日子。2007年的7月18日，一小时内降下的暴雨，让整
座城市几乎陷入瘫痪。十年来，济南的防汛意识、防汛体系、应急预案、气象预报等等都有了极大的进
步，再面对大暴雨，济南人更从容了。

7月18日一早，济南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这也是济南今年首个暴雨预警，早晚降下两场大雨，泉城从容待之，不再
有十年前的慌乱与悲剧。但“7·18”，对生活在济南的百姓来说始终是个特殊的日子，十年前的伤痛不因时间流逝而模
糊，而是刻在心中，成为公共的记忆。“吃一堑，长一智”，伤痛的记忆是鞭策是警醒。十年之后再对暴雨，泉城更从从容，而
底气与从容来自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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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一早，大雨突袭济南。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18日晚10点30分左右，天下第一泉景区船闸站夜班工作人员郑晨旭与上游河道工作人员用实时对讲机沟通水位状况。 本报记者 徐延春春 唐园园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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