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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暴雨雨夜夜，，一一起起守守护护城城市市的的安安全全
很多人经历未眠一夜：防汛指挥部凌晨4时才松口气，公交司机夜宿车队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孟燕 见习
记者 张阿凤 实习生 任群

19日20时：
降雨时间一再拖延
气象局遭记者围堵

19日下午3时，按照济南市政
府要求，济南市各企事业单位开
始下班。当晚6时，齐鲁晚报记者
来到岔路街附近的城市防汛指
挥中心。周围的店铺大多已经关
门，周边多条道路车辆稀少，不
过还没有一点下雨的迹象。

济南市建委、交警支队、气
象局、城管局、园林局、水文局、
人防办、公用事业局等各职能部
门有关负责人于18点40分陆续
来到防汛指挥中心坐镇指挥。

多路记者也来到指挥中心，
准备实时直播雨情。全体人员紧
盯大屏幕一个多小时，除了平阴
县有点小降水外，市区一点降水
的痕迹都没有。

现场不少记者坐不住了，媒
体记者把站在大屏幕前的济南市
气象局副局长周军团团围住。“济
南的降雨几点下？”“降水量会超
过7·18吗？”“为什么推迟？”周军一
再回复，因为降水系统发生变化，

降雨稍有推迟，“雨肯定下，雨量
仍会维持，不会太小。”

20时15分许，周军略显尴尬
地向记者宣布，“市区降雨推迟
到9点半，降雨量仍维持不变，上
半夜雨量较小，后半夜雨量大。”
不少记者再次将其围住，询问降
雨延迟的原因。周军回到座位
后，不时和后方联系，确定降雨
时间。

19日21时：
市区虽是毛毛细雨
抢险人员全部到位

20：45，济南市城市防汛指
挥中心大屏幕上的摄像头开始
有降水出现。记者看到，济微路、
二环南路等地都有降水出现。不
过，雨量并不大，只是毛毛细雨。
随着市区开始落下小雨，指挥中
心的所有人反倒有了如释重负
之感，不约而同长舒了一口气。

随着降水的持续，济南市城市
防汛指挥中心开始要求各区城防
办执行市城防指3号指令，调度各
区降雨和汛情、险情、灾情以及所
采取的措施。指挥中心的对讲机
里不断传来，“我区领导和抢险人
员已经全部到位”，“目前降水不
大，没有积水”的工作汇报。

随着指挥中心开始忙碌，
现场的记者也向后方实时发送
直播。然而，随着媒体直播的进
行，雨却越来越小了，让不少媒
体记者嘀咕，“暴雨难道爽约了
吗？”气象局负责人再次向记者
确认，“前半夜雨并不大，后半
夜才会大。”

济南市城市防汛指挥人员
紧盯着大屏幕，突然在铁路桥下
发现一辆小汽车，不由得提高警
惕。后来看到这辆小汽车是济南
市城管局停在铁路桥下的抢险
车，大家这才放心。

22:30，市区雨量越来越小，济
南市应急办发来通知，各城防指
成员单位、各区城防办值班人员

继续执守，保持通讯畅通，除留守
人员外，其他防汛人员可以就近
组织休息，一旦有汛情，必须立即
到岗到位。在济南市城市防汛指
挥中心，当晚值班人员并没有人
离开调度中心，只在座位上休息。

20日凌晨4时：
市区积水并不严重
指挥员才敢松口气

20日凌晨1时后，降雨再次大
了起来。据济南水文局的实时监
测，平阴县已经出现了几个暴雨
点，长清区的降水也不断加大。根
据气象局的雷达回波图，济南上
空即将迎来暴雨。所有的值班人

员此时都紧张地站在了大屏幕
前，观看降水和雷达回波情况。

凌晨2时，记者在防汛指挥
中心大屏上看到，省委常委、济
南市市委书记王文涛坐镇济南
市应急办，首先让气象局汇报降
水情况，又听取了各区县降水和
灾情情况。

据济南市气象局汇报，从最
新雷达图分析，目前位于济宁、
菏泽的云团正陆续北上影响济
南。该云团对济南的影响，将从
20日凌晨2时开始，带给全市的
降水量在40—60毫米，有个别区
域降雨会超过70毫米。“由于对
流活动较弱，每小时最强降雨量
预计在30毫米左右，平均为每小

顺河高架南延工程

项目经理只补了仨小时觉

一一夜夜无无惊惊无无险险也也值值了了

本报7月20日讯（记者 王皇） 经过了前一晚的暴雨，
地势偏低、防汛压力大的顺河高架南延项目明挖段未出现
险情。专为工程防汛施工而设计的排水沟、施工坡道、挡水
墙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日晚虽然一夜未眠，但换来的是
施工沟槽未受影响，周边小区没有积水的好结果，年轻的项
目经理马旭睡了仨小时，又在现场监督施工了。19日晚，他
和其他几位应急人员熬夜到了次日凌晨五点。

顺河高架南延工程的明挖段是将来顺河高架南延地道
段与玉函立交的相接处，这一段施工已经从5月份就开始，
由于没有其他遮挡，而且下挖的基坑低，防汛的压力很大。
压力有多大？19日上午，济南市委书记现场查看防汛准备第
一站就到了这里。负责该段施工的济南城建集团二分公司
项目经理马旭心里明白，施工所在地一南一北都有坡度，是
个不折不扣的低点。“玉函路南高北低，项目在北边；南边又
有玉函立交南下桥口；西边有马鞍山山体，一旦雨下大了，
山上的水会往低处的路面流；虽然工程靠近玉绣河，但是工
程南边的下游段河面浅，一旦有特别大的雨，河道也可能排
不过来。”马旭说。

而更让他不能放松的，还是玉函路只要遇到暴雨，路面
就会有径流甚至马路行洪。此外，因施工需要，原先的雨水管
道暂时改为了直径更小的临时通道，道路本身的排水能力也
减弱。“施工区域东西进行了全封闭围挡，原来能用来行洪的
路面瞬间少了三分之二。同样的雨量形成的路面径流，原来
有32米宽的路面可以流，现在只能流到两边，加起来只有10米
宽的便道上，积水就会增高两倍。周边还有不少老小区，一旦
路面积水过高，还会倒灌到小区里。”已经熬了一夜的马旭脑
子里仍对工程防汛相关的各种数字特别敏感。

还好19日晚无惊无险。“最开始的预报，说可能会出现
150毫米的暴雨，这确实是非常大的雨量。我们都抓紧进行了
准备。”马旭所说的准备，早在工程开工前，考虑到施工会经
历汛期，设计人员已经在上游为项目设计了防50年一遇大
暴雨的横向排水沟。20日凌晨4点，现场巡查人员发现，工程
南边的玉函路水流较急，没有出现马路行洪。不过，这些雨
水都流入了横在路上的排水沟里，没有影响到排水沟北边
的工地。这个排水沟宽2米，最深处深1 . 8米。“4点的时候，沟
里有10厘米深的水在往外流，流到玉绣河去。”这位现场巡
查人员说。

20日早8点左右，工地和往常一样正常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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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教会我们·一夜守候

19日夜至20日凌晨，济南遭受暴雨袭击。当大多数市民伴着雨声进
入梦乡的时候，齐鲁晚报记者在济南市城市防汛指挥中心记录了工作
人员紧张等雨、指挥排险的一夜。虽然此次降水较为平稳，但防汛指挥
员们这一夜并不“安稳”。

时15毫米到20毫米。”
随着降水的持续，凌晨3时，济

南市应急办通过视频会商系统，要
求济南市城防指汇报济南市积水
和降水情况。“由于此场降水较为
平缓，城区积水情况并不严重。”

凌晨4时，省城的降水再次大起
来。不过随着降水的持续，下一步天
气情况也越来越明朗。济南市的每
小时降水量将会在10毫米左右，对
省城城市防汛整体压力不大。到这
个时候，济南城市防汛指挥中心的
所有人员才敢稍微松了口气。不过
值班人员仍在紧盯电脑。

凌晨4时30分，记者打车从经
七路路过，马路上基本没有大的积
水，而马路边的警车和拖车仍在坚
守岗位。

20日凌晨5时：
保洁员在家坐不住
公交全部正点发车

20日，泺源大街东首的保洁员
彭阿姨凌晨4点半就上班了。“4点
多正好雨比较大，4点半雨小一点
就出来了。垃圾桶里的垃圾都清理
了一遍，雨后路上留下的垃圾、树
叶、淤泥也都清理了一遍。”

彭阿姨表示，此次暴雨应对
中，环卫所并没有严格规定上下班
时间。“领导跟我们说，看情况而
定，如果雨太大就不要出来了。但
我们自己觉得，这种雨还不算很
大，可以接受，雨后垃圾又比较多，
需要赶快打扫，在家里也坐不住。”

20日凌晨0点59分，雨还在哗啦
啦下着，公交K55路蒋健的末班车缓
缓驶入停车场。车队队长王晶稍微舒
了一口气，拿起手电筒和蒋健一起把
所有公交车辆的门窗检查了一遍。

一趟检查完已经凌晨1点30分
了，她给公司微信群上报完“收车完
毕”信息后，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眯了
会儿。凌晨2点多，雨越下越大，王晶
不放心，又爬起来去停车场看了看

积水的情况。“还好雨量虽大，但是
下得不急，断断续续，水下去就好
了。”5点多，早班车驾驶员全部顺利
到岗，3条公交线路首班车正常发
出，王晶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同样，暴雨对于途经主干线的
102路电车也是一个大考验。“为了保
证首班车正常发出，我们车队五个驾
驶员都住下了，管理人员全都留守在
车队。”102路驾驶员卫亮告诉记者。

20日5点，陡沟铁路桥下的积
水接近1米，车辆难以通过，61路公
交启动应急预案分段运行。“水都
没到大腿了，陡沟到陡沟办事处有
2部车辆，马家庄到腊山立交桥13
部车运行。为了防止积水严重无法
通行，19日晚就备了13辆车在马家
庄南。”车队负责人刘继哲早5时就
来查看积水状况。

记者从济南市公交总公司获
悉，由于提早启动了暴雨天应急预
案，防汛设施到位，20日全市240条
公交线路首班车均正常发出。

19日深夜，防汛指挥人员在实时监控降水情况。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20日凌晨4时，济南市区的经七路并没有大的积水。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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