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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上午，李建军在
办公室待了一会儿，就和同
事去泗河的金口坝巡查。进
入了主汛期，李建军的工作
也越发紧张起来。泗河是一
条山洪河道，金口坝是泗河
的咽喉要道，也是李建军最
担心的地方，到了汛期便经
常过来巡查。

走在石护岸边，李建军

两眼仔细地搜索，时不时地
蹲下来，用手拔掉障碍物，检
查砌缝是否有裂纹。“如果出
现了砌缝露出泥土，再经过
水流长时间冲刷，土被掏空
后，石头没有了支撑，就会出
现 堤 防 坍 塌 ，后 果 非 常 严
重。”李建军说。

巡查车顺着防汛道路沿
泗河向南行驶，道路的东面

是田地，东岸便是村庄。“这
条从兖州金口坝到微山马
坡的防汛道路，原计划是两
个月完成，为了避开汛期，
加班加点提前了8天完成。”
这条防汛道路的建成让李
建军如释重负。“这样一来，
整个泗河左岸防汛道路全
部打通，人、车、防汛物资都
能上岸。”

汛期到来，沿河巡查成常态

巡巡河河2200载载，，成成了了泗泗河河““活活地地图图””
沿河45公里的堤防，李建军汛期时一周要巡查三遍

作为济宁市泗河管理处的一名基
层工作人员，李建军从1993年开始，奔
走在泗河两岸。堤岸巡查、工程建设是
他每天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已
经将泗河装进了心里，融入到生命里。

本报青岛6月24日讯(记者 陈
之焕 通讯员 周健伟) 日前，青
岛市海洋与渔业局发布《2013年青岛
市海洋环境公报》，青岛市海洋与渔
业局监测的36个入海排污口中只有6

个达标。
2013年，青岛市实施监测的陆源

入海排污口(河)共36个。其中，工业排
污口17个，市政排污口14个，排污河5

个。达标排放的排污口为 6个，包括
汽巴颜料有限公司排污口、娄山河入
海口、浦里排污口、青岛海化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排污口、青岛浩源食品有
限公司排污口和青岛双桃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排污口。对邻近海域的环境
压力等级为“低”或“较低”的排污口
为28个(包括6个达标的排污口)，占
总数的78%；对邻近海域的环境压力

等级为“中等”的排污口为8个，主要
污染源为高速B排污口、团岛污水处
理厂排污口、风河入海口和海泊河入
海口。

2013年，青岛市实施监测的重点
陆源入海排污口为8个，其中，有7个
排污口邻近海域的环境质量受到排
污影响，不能满足所处海域的海洋功
能区要求。8个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
均有大型底栖生物分布，底栖生物种
类和数量较2012年明显减少。

大沽河是胶州湾径流最大的入
海河流，是青岛市三大水源地之一，
素有青岛的母亲河之美誉。2013年，
大沽河综合治理工程取得明显成效，
受7月份强降雨的影响，大沽河入海
径流量较2012年明显升高，各类污染
物入海量也相应增大。

青岛发布海洋环境公报

3366个个入入海海排排污污口口仅仅66个个达达标标

东有窑沟岭，西有荒里岭，两岭
夹一谷，便是我的家乡新泰市谷里
镇。谷里流淌着柴汶河、月牙河、九曲
沟、谷河等数条河流，最知名的要数
柴汶河与月牙河。

柴汶河是大汶河的两大支流之
一。它同大汶河一样，逆“一江春水向
东流”的趋势，奔腾咆哮，浩浩荡荡地
向西急流。宽阔的河面上浪花翻滚沸
腾着，形成无数的旋涡，汹涌澎湃。站
在横跨汶水的谷里大桥上，听着哗啦
啦的流水声，向东看不到它的源头，
向西天水相接，一片浩淼。如果说西
流的汶水是泰山前摇曳的飘带，那么
汶河两岸青翠的树木，绿油油的庄
稼，就是这飘带上的绿色花边。

作为柴汶河支流之一的月牙河，
本是发源于龟山之阴谷河上的一段。
流经谷里的西侧向北，融九曲沟里的

水缓缓西流，河道恰似一弯新月，故
称作月牙河。河面相对狭窄，流速缓
慢，河面上水波粼粼，银光闪闪。河里
倒映着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婆娑的
树影，错落有致的房屋楼舍。河底的
细沙清澈可见，鱼儿在水中自由地嬉
戏。当流经金谷园社区西侧时又折向
北流，与柴汶河里的汤汤汶水骤然相
见，欢腾拥抱，浪花四溅，一泻千里。

两条河流，一大一小。一条激烈、
汹涌、壮美；一条平静、舒缓、秀丽。一
条给人信心和力量要勇往直前，一条
给人温馨亲切永生难忘。一条汹涌在

《诗经》里，浩荡在李白的诗歌里；一
条每天流淌在人们的眼睛里，流淌在
人们惬意幸福的日常生活里。一条代
表了谷里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一条
代表了谷里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

新泰 唐文梅

谷谷里里两两条条河河，，从从未未断断流流的的记记忆忆

1993年年底，李建军大
学毕业后，便来到泗河管理
处的郑庄管理所。与一间办
公室和一辆自行车为伴，每
天的任务就是跑河堤，一个
星期至少要对管辖的45公里
河道的堤防巡查一遍，在汛
期时一个星期要巡查3遍之
多，由于河两岸地形较为复
杂，李建军常常徒步检查。处
理险情时，在岸堤上呆一夜

也是家常便饭。
李建军在郑庄管理所一

呆就是10年，也将大好年华
都留给了泗河。“正是这10年
的时间，让自己得到锻炼，也
有机会更好地了解泗河。”李
建军说，他很庆幸选择了这
份工作。

10年的时间，留给李建
军的都是经验，作为一名基
层河道管理者，他深知自己

的职责所在。眼勤、腿勤、嘴
勤、脑勤、手勤是李建军在工
作中获得的经验，也是他对
自我的要求。

李建军执著于工作，却
将家庭放到了一边，在他妻
子王丽云的印象中，他没有
周末。结婚已经19年了，儿子
也17岁了，在这期间，王丽云
已经习惯了丈夫对工作的那
分执著。

十年如一日，奔走在堤岸上

现在李建军是泗河管理
处的一名工程师，主要的任
务就是对防洪工程进行管
理，虽然不像原来在基层所
那样频繁地对岸堤巡查，但
每到汛期，他还是要到防汛
的重要险工段检查。

岁月的痕迹留在了李建
军的脸上，但对泗河的感情
却刻在了他的心里。泗河的
流向、流域面积、地形以及中

下游有多少个大弯道，已经
清晰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

“泗河就像一位母亲，滋
养万物，养育一辈辈的人，默
默付出，不图回报，她那么平
静却又是奔腾不息。”李建军
说，有河的地方便会有文明，
泗河流域是儒家文化的渊
源，多位先贤都在此处生长、
活动，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
他。在工作之余，李建军还与

当地的居民聊天，了解泗河
两岸沿袭下来的风土人情。

李建军与泗河朝夕相处
触生出特殊的感情，“河不是
冷冰冰的水，她是有生命的，
把河装进心里，她是会说话
的。”李建军认定这就是他一
辈子要工作的地方，他交代
家人，等他百年之后，要把骨
灰撒进泗河的怀抱，与河永
在。

百年之后要把骨灰撒进泗河

江河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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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动态

我家门口那条河

李建军在检查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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