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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雅菲

分界线十分明显
家具件件都泡过

周茂凯家的柜子上，离地20
厘米左右，有一条明显的分界
线，这条线以下的柜子纹路里有
些发黑。“我已经擦过很多次了，
就是擦不掉，这些黑水都已经进
家具缝里了。”周茂凯说，这条线
是上次下大雨家里进水后留下
的，这样的痕迹在家中随处可
见。

从出生起，周茂凯就住在北
坛大街15号院。这个建于上世纪
50年代末的小院现在住着7户人
家，在周茂凯的印象里，只要一
下雨院子里就会积水，雨再大
点，水就会进屋。“这屋里几乎件
件家具、电器都泡过水，上次屋
里进水，把家里的电闸都给烧
了。”

屋子西墙上，一大块墙皮已
经离开了墙体，扯开一条大缝。

“一下雨进水这墙面就潮，墙面
都成‘上水石’了。”不仅墙面潮，
地面也潮，“我那地板上铺瓷砖
之前，那地上就跟这一个样。”周
茂凯指着屋外一个水洼说。

积水对于这个院子来说，是

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放眼院
子，处处能见到积水后的痕迹。

“你看这房子，下头的石头缝都
让积水冲刷空了。”周茂凯摇着
头说，这房子泡一回基础就要差
一点。

排水口只有碗口大
雨水大了就倒灌

小院里唯一的排水口位于
门口西侧的角落里，只有碗口大
小。下午2时许，雨开始淅淅沥沥
下起来，小院里很快形成一条

“小河”，顺着院里的低洼处流向
这一排水口。雨稍微大一些，这
个排水口便满足不了排水的需
要，院子里迅速有了十厘米左右
的积水。

周茂凯已经摸准了雨的脾
气。“你看今天的雨，时松时紧，
大一阵再小一阵，这样路上的水
来得及排出去，问题就不大。”

“但是如果持续降雨，路面
上积水严重，倒灌到院子里时，
那就麻烦了。”周茂凯说，那时候
院子里的水一下子就涨上去了，
短时间排不出去，攒多了屋里就
进水了。

“2015年8月3日那场雨就是
这种情况。”那天北侧三孔桥街
铁路桥下积水达到了3米，北坛

大街上的雨水径直灌入周茂凯
家的院子，院内积水半米多高，
屋子里的积水也有20厘米。

逢雨必淹逼出多重防线
家家户户装上高门槛

为了避免家具家电被淹，他
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办法。一进小
院大门，记者就看到在门的右侧
摆放着一摞沙袋，对于小院来
说，这是第一道防线。“起码可以
阻止外面的水灌到院子里来。”
但是院子是露天的，沙袋一堆，
院子里的水也流不出去了。

于是，每家每户门前又增加
了第二道防线——— 高门槛。周茂
凯家的厨房门口就设置了一道
30厘米左右的门槛，“进进出出
是有点不方便，不过这样一般的
雨就进不了厨房了。”在客厅的
门口，周茂凯又设置了一个活动
的门槛，看着水要涨上来了，就
把这道门槛装上，暂时挡一挡。

记者在周茂凯家采访，正好
遇到北坦街道办和双井社区的
工作人员到周茂凯家了解情况。
在小院北侧几十米，就是北坦街
道办。进入汛期，街道办每天都
有专门的人值班。北坦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张萌说，北坛大街15号
院也是他们在下雨时关注的重

点点位。

周围路面长高
小院变成洼地

“一到下雨我们就受罪，真
希望早点过上不用愁下雨的日
子。”周茂凯说，院子里不少居民
一到夏天听见打雷就怕，这些年
眼看着周围的地面和建筑都在

“长高”，显得院子越来越矮。
在周茂凯的印象里，儿时小

院的门口比门前的道路要高出
近一米，而现在门口的路比小院
高了几十厘米。

堆沙袋、提门槛，都只是没
有办法的办法。“以我们现在的
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棚户区改
造。”周茂凯说。他曾亲眼看着济
安新区的居民在棚户区改造后
搬上了楼房，再也不用担心下
雨，心中充满了羡慕。

在北坦街道办，像北坛大街
15号院这样的零星棚户区还有
三处，其中河套庄的棚户区已经
列入零散棚户区的拆迁计划，而
15号院什么时候能改造，张萌也
不知道。“这种零星的棚户区面
积很小，开发商也不能单独进行
开发。我们也希望能尽早完成棚
户区的改造，让这些居民不用再
为雨发愁。”

暴暴雨雨中中蹲蹲点点零零星星棚棚户户区区
居民多重防线“抗洪”，盼60年老宅改造

25日21时，暴雨还没有要停的迹象。北坛大街15号院居民周茂凯虽然开着电视却无心看，时不时
站起来看看外面的雨。“大雨大淹、小雨小淹”，住在这里的57年里，院里的水没过大腿，屋里的水到过
膝盖，家中几乎件件家具都被雨泡过。记者25日蹲点暴雨中的棚户区，见证一户居民的“抗洪”历程。作
为北坦街道仅剩的几户零星棚户区居民，周茂凯盼望着过上不用担心下大雨的生活。

壹粉154068：下
班路上小心了。

壹粉034153：这
雨不小，趵突泉又开
始咕嘟咕嘟了。

倚风赏雪：“送”
水“送”清凉，“雨神”
好“大方”。雨量真不
小，众泉喝个饱。

壹粉007040：都
是大雨惹的祸，既让
人爱又让人恨。

德刚：这回看来
不简单，大风、暴雨、
雷声、闪电，四样俱
全，还有两个预警，不
下雨就不下，下雨就
来个叫我们记住的。

天道酬勤：俗话
说大旱不过五月十
三，今天这场大雨真
是应验了。

美丽的童话：上
联：人骑车，身披蓑，
不下脚怎知深浅；下
联：风卷云，雨落幕，
不伸手怎知冷暖；横
批：这雨好大

向阳而生：没开
车，骑摩托车下班一
路没睁开眼。年轻不
能醒着拼，不是不想，
是根本睁不开啊。

Leana：嗯，刚从
海里游回来的我表示
明天想请假。

本报记者 孟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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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送””水水““送送””清清凉凉，，

““雨雨神神””好好““大大方方””

本报记者 张晓燕

“请各值班人员保持手机
对讲机畅通，随时汇报情况。”
25日21时许，在济南护城河东
线船闸处看守的郑光大紧紧盯
着河道和船闸设备，手中的对
讲机里时不时传出这样的声
音。此前他早就收到通知，25日
会有强降雨，不放心船闸，郑光
大提前来到东线船闸处。

6月25日，一场暴雨突袭省
城。护城河水闸的正常运转对
于雨季城市安全至关重要。护
城河船闸处的守闸人也早已进
入了紧张状态。为了应对这次
降雨，护城河在下午2时许开闸
放水。“下午护城河东线和西线

的船闸就已经完全放倒了，现
在来多少水就可以走多少水。”
郑光大说，他除了得检查调试
船闸设备，另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看实时水位。“护城河平常
的水位在26 . 5米，这次提前放
闸后，河道里原来的水早早排
空都已经见底，后来的雨水沿
着河道都可以及时排出去，目
前并没有出现排水不畅等问
题。”

在郑光大看来，他只是值
守中的一员。虽然他一个人要
在船闸处呆整整一夜，中间不
能放松警惕休息，要一直坚守
到第二天早上8点。“除了我，景
区还有很多人都在自己的岗位
上默默坚守着。”郑光大表示，

针对这次降雨，他们专门开了
防汛调度会，增加了工作人员。
平常景区就有工作人员和防汛
人员夜间值班，这次降雨除了
这些人员，只要与防汛有关的
人员都留了下来。每个人都分
工明确，每个船闸处都有专人
看守，还有动态巡逻人员，随时
通过对讲机汇报当前地段的具
体情况。“巡逻人员得随时在河
道附近观察，对讲机和手机得
保持电量和畅通，以便随时汇
报。”

“9点半护城河西线上游水
位是25 . 4米，下游是25 . 3米。”
和郑光大负责同样工作内容的
周铭洋，正在护城河西线船闸
处汇报着此时的情况。“河道水

位可以很好反映当前防汛情
况，得时刻关注水位，千万不能
掉以轻心。”

周铭洋汇报完护城河西线
晚9点半的实时水位后，边调试
船闸设备边告诉记者，他傍晚7
点时记录的水位西线上游是
25 . 75米，下游水位是25 . 25
米。“我们一晚上都会进行这些
数据的收集和对比，从而更好
地进行防汛工作。”

“我的工作很有价值。”周
铭洋笑着告诉记者，为了安全，
为了不出现意外，他们要随时
密切观察着上下游水位的情
况，观察着景区内地势低洼容
易出现积水的地方，做到随时
汇报。

两人24小时盯着护城河水位，提前排空迎洪水

深深夜夜守守护护船船闸闸，，只只为为城城市市安安全全

一进院子就能看到防汛沙袋，居民在门口察看雨情。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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