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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蒋
龙龙 刘雅菲） 22日下午，济
南市举行全市防汛工作专题会
议，记者从会议上获悉，6月以
来，济南市已历经13次降雨，汛
期降雨已成济南1951年以来最
多值。由于受厄尔尼诺天气影
响，济南市降水量仍比常年偏
多，防汛形势严峻。

7月21日夜，济南全市再
迎暴雨。从7月21日17时至22
日8时，全市平均降雨量51 . 1
毫米。本次降雨主要集中在历
城、长清、平阴。当天的会议
上，济南市气象局负责人介
绍，“入汛以来，济南市降水呈
量多、强度大的特点。”济南市
自6月1日进入汛期，到22日8
时，济南市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362 . 8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八成。”汛期降水已位列1951年
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
第一位多值。2014年和2015年，
济南市由于干旱降水较少。
2015年，济南市年平均降水量
才587 .8毫米。这也就意味着今
年济南进入汛期以来，不到两
个月的时间，下了去年七个多
月的雨。

入汛以来，不仅雨量大，而
且降雨强度也很大，6月1日以
来，济南市共出现13次全市范
围降雨，其中有10次出现1小时
超过3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最
大1小时降雨量达105 . 5毫米，
出现在7月22日凌晨3时至4时
平阴刁山观测站。其次便出现
在6月21日傍晚17至18时高新

区的义和庄观测站。
据该负责人介绍，济南市

从25日夜间到26日、29日至30
日仍有中等强度的雷阵雨天气
过程，雨量分布不均。“根据国
家气候中心的预测意见，今年
汛期山东降雨量较常年偏多二
到五成。”根据山东省气候中心
的预测意见，“济南市今年8月
降雨量为150至170毫米，较常
年149.4毫米要偏多。”

由于前期降雨已经很多，
土壤已经饱和，一旦发生大的降
水，山区很有可能发生滑坡等
灾害，济南市的防汛压力仍然
很大。该负责人认为由于汛期
天气形势复杂多变，尤其是受
厄尔尼诺事件的后续影响，天
气预测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

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刘雅菲 蒋龙龙） 在当天的
会议上，济南市常务副市长孙
晓刚介绍，济南市目前处于

“七下八上”的防汛阶段，防汛
形势更加严峻。济南市南高北
低，突发短时降水，很容易形
成道路行洪。

由于历经多次大雨，济南
市防汛部门已连续作战，“人
困马乏，容易出现麻痹情绪，
为目前防汛工作最大挑战。”
孙晓刚讲到，今年汛期降水较
多，应充分认清城市防汛工作
形势。时刻绷紧安全度汛这根
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

心理，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城市重要设施安全、城市
运转安全。孙晓刚让各部门继
续排查隐患，加强行洪河道、
低洼地区、立交桥、排水泵站、
地下构筑物等重点区域防控，
确保关键部位排水顺畅。

济南市还要求各部门在
降水时注意雨水井盖的维护
工作，防止雨水井盖发生伤人
事故。由于南部山区的降水较
大，济南市防汛部门应该做好
小塘坝、小水库的监测工作，
一旦出现险情，必须将下游群
众及时转移。对南部山区进行
地质灾害的排查，以免随着降

水的持续，引发滑坡、泥石流
等次生灾害。

为了抗大汛，防大灾，济
南市继续强化责任制度的落
实，要求每条河道、防汛工程
都要落实责任人，一旦出现问
题将追责到人。济南下属各区
县要做好各区对低洼区域、积
水路段的坚守工作。济南市将
继续推进防洪工程的建设，将
着重加强中小河道的治理，并
着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随着
棚户区的改造，进行雨污分流
工程建设，提高管网的排水能
力，从而全面提升城市的排水
能力。

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刘雅
菲 实习生 杨静晓） 22日，市
政协召开“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加
快海绵城市建设”专题协商会。委
员、专家以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对
济南市海绵城市建设建言献策。

海绵城市的效果到底咋样？
不能大概说说就算了。济南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教授徐征

和认为，在济南市海绵城市建设
过程中应加强监测评估工作，对
不同类型海绵城市设施，科学合
理设置监测点位置，借助互联网
等技术将监测数据、智能计算和
规律知识贯穿于海绵城市工程
的全寿命周期中。

济南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
员会特邀委员，山东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生态所教授孟振农认为，试点
区域建设成果监测依据要详实，对
于已建的试点区域，要尽快做好改
造前后的跟踪监测工作，拿出令人
信服的建设成果。市政府应该组织
专门队伍做日常监测，对不同强度
降雨后水动态变化过程进行记录
和分析，尤其是对与泉水有关的变
化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本报记者 刘雅菲 蒋龙龙

一看下大雨了
就直接没敢睡

柏树崖村里有两个水库，
名字起得很简单，1号水库和2
号水库。一到汛期，这俩水库就
成为柏树崖村干部的心事。这
是宋好修在柏树崖村的第一个
汛期，虽然以前没经历过，但他
也能感受到紧张气氛。

21日21时40分，村民还在
外头看着露天电影，大雨突然
就浇了下来。“雨一开始就下得
很大，中间几乎没停，一直下到
22日早上7时40分。”宋好修说。

一看到下大雨，宋好修和村
委的其他5名工作人员就没敢睡
觉，各自在家等着，看雨情。雨越
下越大，“夜里2点，我们一起到
水库去看情况，到那一看，吓得我
都有点哆嗦。”宋好修说，从未见
过这么大的水，水库的泄洪口
处，水都呈现喷射状。“那时，1
号水库水面离坝顶还有70厘米
左右，2号水库大概有一米半。”
凌晨3点半，宋好修再次去查看
水库情况，“1号水库已涨到离
坝顶五六十厘米了，而且部分
河堤已被冲垮，我们觉得事不
好，就赶紧跑回去疏散群众。”

父子俩坚持不撤离
被村干部架走

柏树崖村住在水库下方的
村民一共有50多户，这次要疏
散的正是这50多户村民。雨下
得太大，手电筒都照不清，人说
话得靠喊，叫醒睡着的村民不
是件容易事。

“我们先把灯都打开了，然

后挨家挨户砸门，但由于村民
家大都隔着院子，砸门声很快
就淹没在哗哗的雨声中。

这时候，宋好修想起来，村
里面还有一个镇上发的手摇式
报警器。“摇起来发出的声音就
像防空警报一样，十分刺耳。”
就这样，宋好修和其他的村干
部一起，摇着这个报警器走遍
了54户村民家，把他们从梦中
叫醒，提醒他们转移到水库上
方的安全地区。

记者联系上宋好修的时
候，他的嗓子还有点哑，“这都
是昨天晚上喊的。”他有点不好
意思地说。半夜让村民转移，并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配合，
对于不理解的，他只能反复劝
说。“有一户家里父子俩，坚持
不肯撤离，最后还是两名村干
部把他们架走了。”直到凌晨4
点多，54户村民全部安全转移，
宋好修才算是放心。

幼儿园操场冲没了
道路也被冲坏

如果不转移会怎样？他们
不敢冒这样的险。由于已经有

了多场降雨，村民的院墙、房屋
地基都已浸泡很长时间，很不
结实。这场大雨让一户村民家
的墙倒塌，还有一个房子塌了
个窟窿。离河岸最近的一户居
民，家门口的院子更是被冲得
一点不剩，房子的地基也被河
水冲了出来。好在还没有村民
家中出现灌水的情况。

早上，再看村子的样子，更
是满目疮痍。“幼儿园的操场冲
没了，篮球架、滑梯都不见了。
村里面户户通的道路也被冲坏
了很多。“真是一夜惊魂，”宋好
修现在还止不住后怕，“河里的
水，混着山上冲下来的大石头
发出巨响，要是有头大象也能
冲走了，村民说，上一次发这么
大的水还是1976年。”

22日，天气预报称可能还
会有雷阵雨，已经一夜未眠的
宋好修不敢放松。“现在山上的
水已经饱和了，村民说地里都
开始冒泉子了，我担心再下大
雨会出现山洪或者泥石流。”

因此，宋好修和其他村委
成员下午刚刚开了个会，“组织
了20个人一起防汛，接下来还
有硬仗要打。”

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刘雅
菲 实习生 杨静晓） 海绵城市
建设进展如何？22日，济南市政协
召开“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加快海绵
城市建设”专题协商会，济南市海绵
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表
示，按照2年建设期要求剩余还有6

个月，预计2017年开始试运行。
目前济南正在进行的是大明

湖兴隆试点区域（39平方公里）建
设，这一片区2017年4月底前完成全
部项目建设并投入使用。济西推广
区域（62平方公里）则将在2020年12
月前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并投入使

用。这些试点区域建设完成后，将
在全市范围内在建区域、新建区
域、旧城更新区域等分类推进，全
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确保城
市建成区2020年25%以上面积达到
75%降雨就地消纳目标，2030年80%
以上面积达到上述目标。

海海绵绵城城市市明明年年开开始始试试运运行行

海海绵绵工工程程建建设设效效果果需需跟跟踪踪监监测测

不到两个月降下去年七个月的雨

入入汛汛连连下下1133场场，，雨雨量量““史史上上第第一一””

每每条条河河都都有有责责任任人人，，出出问问题题追追到到底底

22日的全市防汛工作专题会议上，王文涛专门读了一条短信，里面提到历城区柳埠镇柏树崖村第一书记宋好修和村委成员员及时疏散
有危险的村民。长清区和消防部门也及时利用皮划艇救出了多位被北大沙河洪水围困的村民。汛情当前，这些干部能够够冲在前面，王文涛
在会上为他们点赞。

水库还有五六十厘米就泄洪，部分河堤被冲垮

暴暴雨雨夜夜手手摇摇报报警警器器
一一户户户户叫叫醒醒全全村村人人

刚当上第一书记半年的宋好修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在村子里碰上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大水。他也没想
到，他认为再正常不过的工作竟能被市委书记点赞。21日晚，受强降雨影响，历城区柳埠镇柏树崖2号水
库下游局部河道冲刷，柏树崖村转移了受影响村民54户，这个村子，就是宋好修任职“第一书记”的村子。

河河流流漫漫滩滩，，困困住住1166名名村村民民
紧张救援三个多小时终于化险为夷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刘雅菲
实习生 任群

百米宽的北大沙河
发生了漫滩

22日凌晨，长清区突降大暴
雨，位于南部的张夏镇降雨量达
到158 . 9毫米。22日早上5点多，流
经张夏的北大沙河水位暴涨，从
上游来的洪水顺着河道湍流而
下，流量最大每秒320立方米。

随着降雨的持续，北大沙河
的流量越来越大。张夏镇靳庄村
旁边原先100米宽的河道在21日下
午还没多少存水，但22日早上已开
始漫滩。眼看水势越来越大，张夏
镇和靳庄村决定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组织河道沿岸群众撤离。大沙
河两岸主要是一些果园、菜园和养
殖场，有些村民便把家安在这里。
村民抓紧撤离，不过北大沙河东岸
有2户人家的3个老人却撤离不及，
被漫滩的洪水围困在家里。

该村干部见此情况赶快报
警。作为青扬管理区书记的石兆
辉接到情况后立即向张夏镇政
府报警。当天早上6点半，张夏镇
立即组织人员前去救援。到现场
发现，由于没有经验和相关设
备，救援无从着手。村干部立即
拨打119求援。张夏镇副镇长王
霄天告诉记者，不到20分钟，长
清消防大队大学城中队万德分
队8名队员赶到现场。

调用橡皮筏增援
共救出16名村民

由于当时水深面宽、地形复
杂，消防人员也无法涉水救援。金
庄村有户村民家里有个橡皮筏，
决定立即调用橡皮筏增援。王霄
天回忆，当时金庄村村主任立即
带橡皮筏赶到现场，消防队员带
着橡皮筏涉水300米到达被困群
众家中，于上午8点15分成功将3
名村民救出。

据石兆辉介绍，在救援过程
中，又接到村干部电话，“因为北
大沙河的河水漫堤，河西岸6户
13名村民被水围困，其中还有孩
子。”由于当时救援队伍正位于
河道东岸，洪水已阻断整条河
道，救援队伍果断绕道万德镇石
都庄村大桥赶赴西岸。

当时正在万德镇石都庄水
库查看汛情的长清区副区长赵
建民、区水务局长接到信息，赶
到石都庄和救援队会合，共同前
往救援村民。

由于道路狭窄，汽车无法通
行，救援队只能在邻近村干部的
引导下，用一辆三轮车拉着橡皮
筏赶到现场。“这些村民已被洪
水围困，而且家里都进了水，水
深30厘米左右。”据石兆辉回忆。

消防队员又拉着橡皮筏涉水
一里多，于上午近10时，成功将被
困家中的5名儿童、3名妇女用橡皮
筏救出，其他人员随后撤离。

7月22日凌晨，由于北大沙河水位暴涨，长清区张夏镇靳庄村发生
河流漫滩，造成16名群众被洪水围困。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还
调用一艘皮划艇，终于将16名群众先后救出。

宋好修所在的村子暴雨过后出现损毁。 宋好修供图

■暴雨教会我们·防汛不松劲

北大沙河救援。 消防供图

宋好修（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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