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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关注

连日大雨，市区未见积水
德州7800万改造防汛设施效力显现

本报8月22日讯(见习记者
马瑛 通讯员 闫恒) 虽

然连日强降雨，但市民们发
现，德州市区积水的情况不见
了。据悉，今年以来德州市投
资7800万元，加大城市防汛力
度，改造防汛基础设施并且增
加或更换泵站设备，确保汛期
城市安全。

针对汛期的来临，德州市今

年对市区17条道路5500余座雨
水井进行清挖，8条道路1 . 7万
米的排水管网清淤疏浚，新增、
改造雨水井143座，更换检查井
盖90座，对泵站的进出水口、集
水井进行清淤，对泵站设备进行
检修维护，大大提高雨水外排速
度。另外还新增外排沟渠，建设
大学路防汛分流工程，将东沟、
大学路排水沟的水直接通过岔

河二滩排入岔河下游。改造外排
沟渠，对担负老城区70%以上区
域污水外排任务的东沟上游土
明沟进行改造。新增、更换天衢、
胜利桥两座泵站的设备，对六座
泵站进行双电源改造，大大提高
防汛排涝能力。

记者从市政管理设施处了
解到，对于解决低洼地段积水问
题将从工程措施上结合道路改

造和专项投入，理顺排水体系，
降低排水沟渠沟底标高，采取二
次提排等措施加快排水速度上
入手；汛期保持城市排水沟渠内
预留50%以上的调蓄空间，采取
用空间换时间的办法，掌握防汛
排水主动权；购置机动排水设
备，对标高错接、排水不畅的地
段，使用机动排水泵车迅速排除
积水。

武城开展入户防疫
给受灾乡镇发放手册、赠送药品

本报8月22日讯(见习记
者 徐乐静 通讯员 王玉
磊 董亚楠) 经过持续的
降雨天气，武城部分乡镇受
灾较重。灾情发生后，武城县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迅速成立
了3支防疫小分队，给受灾严
重的各家各户送去药品和传
染病防治手册。
8月以来，德州市出现了

持续的降雨天气，武城县杨
庄乡、老城镇、郝王庄镇三个
乡镇受灾较重。据记者了解，
8月11日降雨过后，武城县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迅速成立了
三支防疫小分队，共40多名
队员。

据介绍，8月19日，在疾
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科长于
强的带领下，40多名队员来
到受灾较重的杨庄乡、老城

镇、郝王庄镇三个乡镇，把预
防药品和传染病防治手册送
到各家各户，使村民们了解
灾后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常
识，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后肠
道传染病的发生。
“不要喝生水，不吃淹

死、病死的禽畜和水产品，不
要在草堆上坐卧休息……”
于科长在杨庄乡戚庄村向村
民介绍灾后传染病的预防知
识。据记者了解，三支防疫小
队给群众发放传染病防治手
册1500余册，还发放了2000
多元预防药品。另外，防疫小
组还为各乡镇做了21场传染
病预防讲座。

记者还了解到，由于8月
以来降雨集中，受灾群众较
多，疾控中心成立的防疫小
组会持续到暴雨结束。

格特写

辣椒地里的
现场会

18日下午，平原县龙门街道
办事处友谊社区炉坊村民小组的
辣椒地里围满了群众，一场别开
生面的示范现场会正在进行……

“辣椒叶枯黄表明已经死亡，
当务之急是拔掉死秧，辣椒摘下
来储藏好，然后每亩施100斤有
机肥补充养分，种植白菜、茴香确
保下茬收入……”办事处农技站
长夏更勇边示范边讲解。

据了解，炉坊村民小组有种
植蔬菜的习惯，连日来的强降雨
使村民种植的近百亩辣椒被淹，
开始大面积死亡。

在村南的葡萄园里，“再有10
天时间葡萄可以上市了，水灾后
期怎么管理呢？”种植户王新鹏提
出疑问。“抓紧喷施杀菌药，防止
出现腐烂现象，目前地里明水已
经排出，着重放暗水，在葡萄地里
隔一行挖一个泥涝沟，使其蒸发
水分。”林业站长何学军讲解说。

据介绍，针对连日来的强降
雨天气内涝严重的状况，龙门街
道办事处统一印制了《水灾后的
农田管理措施》资料200多份，根
据每个农村社区的受灾情况，组
织人员深入村组召开田间现场
会，现场示范种植技术要领，帮助
群众展开自救。

本报见习记者 杨金涛
本报通讯员 任俊莉 董光强

阴雨过后，游乐设施开张
8月22日，连续多日的阴雨天气过后，德州新湖风景区的商家在整理游乐设施

准备开门纳客。 本报见习记者 马志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