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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暴雨虽爽约，预警仍必要”
一些市民应对暴雨“被闪”，但对全网预警举措叫好

本报济南7月30日讯
(记者 李飞 实习生 李
智 高艺) 30日凌晨，济
南市城市防汛指挥部通过
手机发出暴雨预警。不少
收到短信的市民做了充分
的应对暴雨的准备，有的
停驾私家车、有的放弃外
出。虽然在济南市区，预警
中的暴雨到下午也没有
来，不少市民仍称这样的
提示非常有必要。

3 0日凌晨 3时多，家
住济南东部某小区的李
先生就收到了手机短信。

“一看短信，提醒今天有
暴 雨 ，一 下 子 就 睡 不 着
了。”李先生说，他在经七
路一家单位上班，平时都
是开私家车，但在收到短
信的那一刻，他就决定改
乘公交车。

“不得不承认，北京前
不久的那场暴雨，让我在
面对济南暴雨时心里有些
发怵。”李先生告诉记者，
尽管从家到单位需要乘坐
两次公交车，但他还是果
断放弃了开车的打算。

记者采访了解到，与
李先生有着类似想法的
市民不在少数。尽管30日
早晨，省城的暴雨并没有
降下来，但不少人还是选
择以公交车、电动车或出
租车等交通方式去上班。

“北京那么多私家车因为
被水淹而报废了，这几天
要是下雨的话我也不会
开车了，公交车是不错的
选择。”在济南某论坛，持
以上观点的市民不在少
数。

还有一些人取消了当
日的出行计划。“本来今天
打算和朋友小聚一下，但
暴雨预报短信，让我打消
了念头，还是呆在家里安
全。”在济南大学工作的张
先生表示。

北京的一场暴雨让
省城市民普遍增强了防
范意识。除了各种雨中自
救 常 识 在 网 上 热 传 ，3 0
日，记者采访了解到，一
些上班族表示，如果下大
雨 ，宁 可 不 回 家 也 不 冒
险。“下班时遇到大雨天
气，或者不开车，或者在
单位不回家。”在一家网
络公司工作的张小姐说，
北京的那场雨给了她警
示，一定要做好防范。

30日下午，在济南长
途汽车站附近从事电子批
发零售的某公司员工小刘
告诉记者，她和同事们都
收到了暴雨预报短信，一
上班大家第一件事就是商
量对策。“因为我们下班时
必须经过一个桥洞，雨大
的话桥洞下的积水会很
深，而且担心井盖会被冲
开。”小刘说，当时一名同
事的提议得到了大部分人
的附和，如果雨下大了，就
住在公司里。

也有市民通过微博诉
说气象部门预报不准，自
己被闪了一下腰。尽管如
此，不少市民仍觉得收到
这样的短信预警十分必
要，这次暴雨虽然没有来，
但是觉得发预警这种举措
是政府对市民负责任的表
现，让人心生安全感。

本报济南7月30日讯(记者
杨传忠 实习生 王宝燕)

30日14时48分，因受强雷雨袭
击，胶济客专潍坊站至高密站间
双向行车信号丢失，导致G228
次、D6008次等十余趟列车出现
1小时左右不同程度晚点。就在
7月22日下午，此路段刚刚发生
一起类似的雷击故障，胶济客专
被逼停运1小时。

“刚出来昌邑站停车了！什
么情况？窗外天气好吓人！乌云
压顶的感觉，还电闪雷鸣。”乘坐
青岛至上海虹桥G228次列车的
网友阿冰321在微博上说道。网
友空山行者调侃道，“看来高铁
真的被雷电吓怕了，直到雨停才
敢走，到潍坊晚了1小时18分。”

随后，记者从济南铁路局获
悉，7月30日14时48分，因雷击
造成胶济客专潍坊至高密间信
号线路停电，由于列车收不到行
车信号只得中途临时停车。16
点15分起晚点列车陆续恢复运
行。

受高密段信号故障影响，
G228、D6008、D340、K8262、
K172次等十余趟列车在潍坊
站以及后续站点出现1小时左
右不同程度的晚点。此次强降
雨整体未对京沪高铁造成太
大影响，截至当日18时30分，
京沪高铁开行1 5 6列动车组，
晚点列车5趟。

胶济客专列车

遭雷击趴窝

暴雨虽然没下到市区
里来，但短信预警仍然是
必要的。

预警本来就是一种防
范措施，是根据以往的经验
和观测到的前兆向公众发
布的提示性信息，目的是为
了减少可能产生的危害。既
然是预警，本来就存在“准”
与“不准”两种可能性，暴雨
没有来，庆幸或许比抱怨预
警失准更合情理。相对于暴
雨一旦来临可能带来的巨
大财产和生命损失，一次预

警虽有不完美的地方，但省
城防汛部门的工作仍然值
得肯定。

可能有人会因为预警
不准而生抱怨，但在既有
的教训面前，作为政府部
门面对一点抱怨也是值得
的。几年前的济南“7·18”
大雨和今年北京“7·21”暴
雨，都给人们的生命财产
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在这个背景下看暴雨预
警，应该更能体会到其必
要性。造成77人死亡的北

京暴雨前，北京市有关方
面也曾发布级别很高的预
警，但由于配套的应急措
施没有跟上，比如有的大
型体育场馆仍然举行了聚
集性活动等，这使北京市有
关部门事后经受了来自多
方面的质疑。因此，防汛部
门宁可多做一点工作，也比
留下疏漏和遗憾要好得多。
我们希望看到的不仅是暴
雨预警，还有其他更多的
应对措施储备在先，这会
给我们更多的安全感。

即使知道预警可能会
不准，防汛部门也应坚持
预警制度，不必太在意人
们的一点议论。即使预警
不准，一般情况下也不会
造成什么实际的损失，更
不会产生那种不可预测的
边际风险，因此，哪怕是失
准的预警，也在人们可以
承受和谅解的范围之内。
对于公众来说，对可能失
误的预警充分谅解很重
要，要求所有的预警都准
确无误不仅不可能，反而

可能把某种不必要的紧张
状态传导到有关部门那
里，最终变成对正常工作
的干扰，这更没必要。作为
市民，应该把预警看成一
种社会教育，接受预警的
过程，也是培养风险意识
的过程，这没什么坏处。

希望这样的预警能够
成为一种常态，哪怕有时
不准也不应该苛责，虽然
预警失准可能会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一点不便，但带
来更多的则是安全感。

暴雨预警带来的是安全感
本报评论员 金岭

“据市气象台预报，
30日早晨开始济南市将
有大到暴雨。然而，一直
到30日下午，济南市区仍
未见暴雨的影子，这让市
民有种被闪了的感觉。”
微博上一位市民说。

不少市民通过微博
诉说气象部门预报不准。

“今天很多市民打来电
话，都是咨询为何30日没
有下雨。”30日，济南市气
象台预报员尹承美解释，
气象台29日的天气预报
原本为：预计30日早晨前
后开始，到31日济南将有

一次区域性大到暴雨过
程，全市平均降雨量30～
60毫米，局部地区降雨量
可能超过100毫米。

“出现暴雨是30日、31
日两天的事情，所以说30日
白天没有下雨，不代表预报
不准，现在下结论尚早。”

“再比如这次暴雨，今
天济南周边下了，市区没
有下，这不能说预报错
了。”尹承美说，这种情况
常有，其实在30日当天，除
济南主城区外，济阳、商
河、章丘、平阴等济南周边
地方都是大到暴雨，历城

的龙门和跑马岭也达到了
暴雨标准。

“由于夏季大气运动
比较活跃，同时近日受南
部台风及副热带高压影
响，短期内暴雨情况不好
判断，难免有些误差。”尹
承美说。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7
月30日16时发布的分县
预报，7月30日夜间到31
日白天多云间阴，济阳、
商河有大到暴雨，市区及
其它县(市)区有中到大
雨，均伴有雷电。
本报记者 崔岩 王光照

格气象部门释疑

夏季大气运动活跃
短期预报难免误差

7月30日傍晚时分，济南市区终于迎来了降雨。本报记者 蔡旭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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