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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10月12日 （记者 赵东
辉 柴海亮 刘翔霄 赵阳） 防洪的堤坝

上，处置险情，印下了他们一刻不停歇的

脚步；临河的村庄里，挨家挨户敲门转移

群众，留下了他们忙碌辗转的身影……

连日来，共产党员带头奋战在山西

抗洪前线，用他们坚实的脊梁，默默地撑

起了抗洪重任。

村支书的“眼泪”

7 日晚至 8 日下午，在持续降雨中，

李家庄村 300 多名村民在支部书记高虎

全的带领下，筑起了一条长 1.5 公里的

“防洪护堰”。

但终因雨大、上游泄洪，村子还是被

淹了。小决口发生在 8 日 18 时，很少流

眼泪的高虎全哭了。

此时还有 100 多户村民没有撤，他

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还抱着一线希望投

放沙袋。与此同时，他让老党员郝贵生

安排留下的村民赶紧撤离。

决口最终还是堵不住了，高虎全狂

奔回村，把 5名五保户转移出村，在一

家小旅馆订了 5 间房，把他们安置进

去。81岁的二伯接连打来 4次电话，让

他来家垒坝，高虎全每次都说一会儿就

去，终究没顾上去，二伯气得骂“这侄

儿没良心”。村里的 18头牛、20头猪也

全部救出。至此，全村无一伤亡，人畜

平安。

时间倒回 8 日早晨，村里广播喊人，

200多名村民很快到位，在外打工的人也

陆续回来了，学生们赶回来了，开饭馆的

厨子把店关了也来了……陆续又回来

100多人。

李家庄村位于孝义市大孝堡乡，夹

在磁窑河、文峪河之间，此次汛情严重。

“急需两台大型水泵排水”“眼下村

里还是一片汪泽，房子浸塌了损失就更

大了，还要购买 100 箱消毒液，政府安

置 点 里 的 23 名 村 民 也 得 去 慰 问 一

下”……高虎全忙活着，嗓子已经哑得

说不清话了。

受灾群众的“贴心人”

在受灾较重的汾西县，近几日来，一

段抢险救灾的短视频广为流传。画面中

一位受灾群众蹲在挖掘机的斗子里，从

湍急的河流对岸转移过来，一名穿着黑

衣服的妇女快步迎上去，把她扶下来，在

清冷的灾区之夜，留下一个“温暖”的背

影……

她叫訾振培，35 岁，僧念镇副镇长。

11 日早晨，当记者辗转在僧念中学的受

灾群众安置点找到她时，她还穿着那件

黑色的衣服，正在给几名受灾群众做思

想工作，劝他们不要冒险偷偷跑回家，有

困难要找她。

53 岁的蔡凤英是被转移的村民之

一。她对记者说，她家所在的北门沟自

然村地处山沟，雨大、水大，家里 3 孔窑

洞和其他村民的窑洞一样陆续漏水、坍

塌。6日晚上，訾振培带领两名村干部抢

通道路，帮他们转移，几十个村民，她一

个个接到河对岸，送到安置点。

“当时，我又怕又急，当看到有一个

女同志来扶我时，我感觉来了个救星！”

蔡凤英说。

北门沟自然村是訾振培的包村联系

点，村里老年人多，70 岁的孟耀珍老人

腿得了滑膜炎，走路疼。当时訾振培一

手搀着她，一手打着手机里的电筒，一

步一步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通车的路

上，“一路上，她像我的孙女一样，和

我聊家常，劝我宽心，慢慢地我的心情

都变好了！”

受 灾 村 民 在 哪 里 ，訾 振 培 就 在 哪

里。灾情发生后，作为分管安全生产的

副镇长，訾振培白天在各受灾村庄、受灾

群众安置点巡查，晚上回到家里经常忙

到半夜，有时夜里一两点还给镇村干部

打电话安排工作。

7 日，有一户受灾群众不愿意转移，

她带队去做工作，把人送到安置点时已

是凌晨 4点多钟。訾振培说服老人苦口

婆心，但带领大家搬离却风风火火。在

一次前往村庄的路上，一段路基被水淘

空，她一脚踩下去，突然塌陷，人掉进了

一个坑里，当众人把她拉上来，她还拍拍

身上的泥水说“看我摔得美不美”，大家

一下子被她的乐观情绪感染了。

“面对灾难，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

要把自己最好的工作状态奉献给受灾群

众。”訾振培说。

10天10夜的坚守

稷山县稷峰镇下费桥。这里是镇上

一处抢险救灾“临时指挥部”所在地，

水泵、挖掘机、拉运救灾物资的卡车

……机器声一片轰鸣。桥上立着一个大

牌子，上面写着稷峰镇镇长马鸿的手机

号码。

在忙碌的人群中，记者找到了马鸿。

汛情发生以来接了多少电话？马鸿

已经记不清楚。他的嘴唇已经起皮，嗓

子已经沙哑。国庆节前就开始值守的

他，已经 10天 10夜没顾上回家。

荆平村是稷峰镇受灾最严重的一个

村。7日深夜，马鸿带着村民和志愿者在

村里紧急加固河坝，紧急调集来的两大

车水泥卸车后，瞬间就被水冲走。眼看

着水流越来越大，马鸿觉得势头不对，赶

紧组织大家撤离。有些村民不愿离开，

马鸿急得在雨中扯着嗓子大喊：“出了问

题，我来负责！”他劝退大家后不一会儿，

洪水就涨上来了。

荆平村村民马波说：“抗洪那晚，镇

长和我们在一起冒雨守坝、护坝。他在，

我们就安心。”村民们告诉记者一个细

节：当晚村干部组织村民进行转移时，马

鸿不放心，又带人再度进村排查，挨家挨

户敲门，直至将最后一位村民送达安全

地点，他才离开。

在组织群众撤离时，一位带着拉杆

箱的女孩引起了马鸿的注意：女孩双亲

均已去世，只有一个哥哥在县城务工，车

辆 准 备 开 动 时 ，女 孩 提 出 要 回 家 取 东

西。马鸿不放心，特意嘱咐一位工作人

员与女孩一同前去，后来又和一名女同

事陪着女孩到了哥哥那里。事后马鸿才

知道，女孩取的东西是亲人的灵位。

说起这几天的抗洪故事，马鸿的眼

圈红了。“不能有人员伤亡，这是我们的

底线。”他说。

这些天，他惦记着险情，饭也吃不

下，晚上穿着军大衣守在坝上，条件允许

的时候，人就缩在坝上的车里合一下眼，

但心里惦记着抗洪的事，睡也睡不着。

汾河大坝从东到西，几天来他两头跑了

不知多少趟。

雨又开始下。顾不上和记者多说，

马鸿转身又投入到抢险救灾中……

9天内发生 3次编号洪水，小浪底水

库水位屡创新高，下游部分河段洪水频

频超警，今年的黄河秋汛非同一般。目

前，黄河大流量过程仍在持续，防御形势

依然严峻，罕见秋汛洪水的最后一程将

如何防？

黄河防秋汛处于关键阶段

与黄河打了 35年交道的袁东良没有

想到，今年秋汛如此“凶猛”：从 9月 27日

到 10月 5日，9天之内黄河发生了 3次编

号洪水，导致骨干水库水位不断被推高，

下游河段面临长时间、高水位、大流量行

洪考验。

袁东良是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

文局副局长。他说，这次秋汛洪水场次

之多、过程之长、量级之大罕见。潼关

水文站发生了 1979年以来最大洪水，花

园口水文站发生了 1996 年以来最大洪

水。黄河支流渭河、伊洛河、沁河、汾

河都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同期最大洪

水。

“3 次编号洪水发生之后，小浪底水

库出现了建库以来最高水位 273.5 米。”

黄委防御局副局长张希玉说，黄河中下

游干支流河道大流量行洪时间长，目前

大流量洪水还在持续。黄河干流下游孙

口以下河段及支流汾河河津段的秋汛洪

水仍然超警。

受大流量洪水连续冲击，黄河下游

一些堤防和河势控导工程出险概率将会

增加。与此同时，小浪底等骨干水库高

水位运行，工程安全同样面临考验。

“目前，防秋汛仍处于关键阶段，防

御形势依然严峻。”国家防总副总指挥、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说。

测与报：做好水文“侦察兵”，提供汛

情“晴雨表”

作为黄河上的水文“侦察兵”，水文

站工作人员每天进行的水文测报，对防

御秋汛洪水至关重要。

“从 9月 27日开始，潼关水文站全体

工作人员昼夜轮转，加密测报频次，每 1
小时向各级防汛部门滚动发送最新水情

数据。10 月 5 日 23 时出现 5090 立方米

每秒的黄河 2021年第 3号洪水。”黄委潼

关水文站站长张同强说。

潼关水文站及黄河水情部门及时发

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和实测数据，为黄河

防汛决策部署和水库调度提供重要参考

和支撑，是这次秋汛洪水防御体现水文

作用的一个缩影。

要跑在暴雨洪水前面，必须强化“预

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摸清洪水演

进规律，及时复盘洪水过程，使预测预报

更为精准。

目前，黄河下游河段大流量洪水仍

在持续。水文站及支援测洪人员仍需加

密测报频次，精准做好洪水过程控制，助

力下游水库科学联合调度，为防汛科学

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水文数据支撑。

调与泄：算好“洪水账”，精确
调度泄洪量

防御秋汛洪水，水库削峰滞洪作用

突出。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库，右岸支

流伊洛河的陆浑水库、故县水库，左岸支

流沁河的河口村水库，是黄河下游防洪

工程体系的重要一环。

记者 10 月 10 日在黄河中下游关键

性控制工程——小浪底水库看到，水库

正通过三条排沙洞和一条明流洞泄洪，

往年这时则一般不存在泄洪情况。10月

9 日 20 时，小浪底水库达到建库以来最

高水位 273.5米。

既要最大限度地泄洪，又要考虑下

游洪水不漫滩，水库实施精准调度，对保

证下游防洪安全至关重要。

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

量调度处值班员安静泊告诉记者，为

保证防洪目标实现，这次调度实施历

史上“精度最高的实时调度”，即按照

下游花园口水文站流量 4800 立方米每

秒控制，以 50 立方米每秒、调度精度

高于百分之一的量级对小浪底水库实

施精准调度。

“黄河下游河道艾山水文站上下的

卡口河段，目前的平滩流量约在 4700立

方米每秒，这要求高水位运行的小浪底

水库既大力泄洪，同时下泄流量又不能

太大。”张希玉说，本次洪水调度在确

保小浪底水库安全的前提下，保证下游

洪水不漫滩，保护滩区百姓生命财产安

全。

目前，小浪底水库水位有所回落，压

力有所减轻。但是，下游孙口以下河段

洪水仍然超警，大流量过程仍在持续，科

学调度骨干水库，做好干支流水库联合

调度，算好“洪水账”，依然是此次秋汛防

御安全收尾的关键。

巡与守：巡查薄弱环节，守住
安全底线

夜晚的黄河马渡险工段，黄委惠金

河务局技术人员许光楠和 3 名协防队员

身穿橘红色救生服，手持电筒巡查值

守。

许光楠说，2013 年上班以来没见过

今年这样的秋汛。他现在 6 小时轮一次

班，每 1 小时巡查一次责任河段，他和同

事日夜进行拉网式巡查。他从 9月 26日

开始就没有回家，吃住在大堤上的临时

帐篷里，巡坝查险，发现隐患和险情及时

上报和抢险。

许光楠是众多日夜巡查在黄河大堤

上的防汛人员之一。张希玉表示，黄委

正持续加强黄河下游防守，夯实逐河段、

逐坝责任制，在坝头设置值守点，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巡查，对大堤临水段等防守

重点重兵防守。

据黄委统计，目前，有 3.2 万人奋

战在防洪一线。随着天气转凉、气温降

低，防汛抗洪人员长期奋战在一线，容

易疲劳厌战。同时，受大流量河水连续

冲击，堤防及河势控导工程出险概率增

加；长时间高水位运行，水工程安全面

临挑战。

对此，李国英强调，各相关人员要

克服疲劳厌战思想和麻痹侥幸心理，发

扬连续作战作风，不松懈、不轻视、不大

意，坚决打赢防秋汛这场硬仗。

新华社郑州10月13日电

近日，记者从山西省政府新闻办

12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山西

加紧推动煤矿复产，部分煤矿短暂停

产总体上不会对山西省煤炭保供造成

影响。

10月 2日以来，太原、晋中、吕梁、

临汾、长治、晋城、运城等地的部分煤

矿受强降雨影响，为了保证安全生产，

采取了临时性紧急停产、撤离人员开

展避险等措施。随着近期雨势减缓，

山西省加紧推进各地停产煤矿复工复

产。截至目前，大部分煤矿都已恢复

正常生产。

据新华社

从 安 泽 收 费 站 驶 下 高

速，沿着奔腾的沁河水向北

行 驶 20 公 里 ，就 是 沁 河 庄

村。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本

就不宽的县道有多处塌方、

落石，一些路段地基受损被

临时围挡起来。12 日晚，原

本 20 分钟的车程，记者足足

走了 1个多小时。

地处太岳山区的安泽县，

曾是山西省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于2017年脱贫摘帽。10

月2日以来的持续降雨，在这

里引发了较为严重的雨涝和

地质灾害，沁河水位上涨淹没

大量耕地，这个脱贫3年多的

山区县遭受了严峻考验。

沁河是黄河一级支流。

和川镇沁河庄村紧邻沁河，

全村 258 户中有 105 户曾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记者连夜

抵达时，已过晚上 9 点，山里

气温降到了5摄氏度左右，驻

村帮扶干部和村干部利用晚

上时间还在走访受灾群众。

推开大门，脱贫户牛全红和妻子

正在院子里处理这两天抢收回来的

玉米，玉米棒子沾满黑泥，他们想尽早

把玉米处理好，尽可能卖个好价钱。

“家里有 3 亩玉米地过水，一个

个玉米棒子被埋在泥里，就像刨红

薯一样从泥里抠。田地湿陷，农用

三轮车进不去，背了 70多袋蛇皮袋，

才把这些玉米背回家。”牛全红说。

沁河庄村党支部书记卢慧敏说，48

岁的牛全红是目前村里最好的劳力，再

加上过水地面积不大，才能抢收回来，

村里还有600多亩过水地需要抢收。

因持续大雨，牛全红家 2017 年

经过危房改造后的房屋也出现漏

水。“按往年算，这几天收完秋也该出

去打工了，因为下雨，已经快

1个月没出去干活了，地里的

庄稼收成不好，修房子还得

再 花 点 钱 ，今 年 日 子 不 好

过。”牛全红说。

类 似 的 情 况 在 沁 河 庄

村的脱贫户中普遍存在，种

粮大户吴颜标家有 9 亩玉米

地被淹，由于一座漫水桥出

现塌陷，庄稼被洪水隔断在

桥的另一头，没办法收秋。

以前常用的收割机、农用三

轮车都在院子里闲置着。

眼 看 着 一 个 个 脱 贫 户

遇到困难，安泽县、乡、村三

级干部在防汛救灾的同时，

也着重帮助受灾群众解决

生活难题。

和川镇党委副书记王伟

为大家伙带来了好消息：县

委、县政府与保险公司多次沟

通后，保险公司决定对过水倒

伏的玉米按绝收赔付，每亩赔

偿金额追加到 400元；损毁的乡村道

路优先安排受灾村民参与维修重建，

让老百姓就近打工挣钱。

“县里动员机关干部帮助受灾

群众抢收秋粮，收回来的粮食还能

卖钱，加上保险赔偿，尽量把损失降

到最低。”王伟说。

听完这些安排，牛全红脸上露

出了难得的笑容。“我们做得再多，

也只能是减灾，等灾情过去后，村里

要继续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卢慧敏说。

记者晚上 11 点多离开村庄时，

沁河的流水声依然很大，但是旁边

的村庄已经恢复了宁静。

（记者 梁晓飞 王劲玉 许雄
陈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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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2 日从山西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0 月 2 日至 7

日，山西省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秋

汛。持续强降雨致全省 11 个市 76 个县

（市、区）175.71 万人受灾，因灾死亡 15

人，失踪 3 人，紧急转移安置 12.01 万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 357.69 万亩，倒塌房屋

1.95万间，严重损坏 1.82万间。目前，抢

险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厅长王启瑞介

绍，受强降雨影响，山西省内 37 条河

流发生洪水，高速公路、国省干线、

铁 路 运 行 受 到 一 定 影 响 。 汾 河 新 绛

段、乌马河清徐段、磁窑河汾阳段、

孝义段等多处发生决口，南同蒲线祁

县 昌 源 河 大 桥 桥 台 被 冲 垮 ， 枕 木 悬

空，导致列车停运。

灾情发生后，山西省及时启动各

类应急响应，紧急调拨救灾款物，全

力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汾河新绛段

决堤已合龙；清徐县乌马河流量已回

落至 22 立方米/秒，决堤正在修复；磁

窑河汾阳段决口已合龙；磁窑河孝义

段抢险仍在进行中；南同蒲线昌源河

大桥上行线已恢复通车，下行线正在

全力抢通。

山 西 积 极 安 置 和 救 助 受 灾 群 众 。

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山西省累计实

施临时救助受灾困难群众 43042 人，其

中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对象 22509 人，发

放救助资金 2500.1万元。山西省各级慈

善会共接收社会捐款 2.14 亿元和价值

0.76 亿元的物资，1.48 亿元善款和价值

0.62亿元的御寒衣被等急需物资正陆续

下拨灾区。目前，转移安置在学校、宾

馆、幼儿园等 845 个集中安置点的群众，

生活保障基本到位。

此外，受连续强降雨影响，山西省

公路灾损 6021.36 公里，造成 32 处高速

公路中断，72 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中

断，3238 处农村公路中断。山西省交通

运输系统迅速展开应急响应，统筹调度

人员和机械集中开展应急抢险、抢通保

通等工作。截至 10月 11日，全省高速公

路已抢通阻断路段 30 处，普通国省干线

公路已抢通阻断路段 19 处，农村公路已

抢通阻断路段 2800处。

针对山西 76 个县在田作物受灾、畜

禽圈舍倒塌、农田及设施毁损、秋收秋

种秋耕推迟等问题，山西省农业农村厅

迅速行动，确定把救灾作为当前最重要

最紧迫的任务，以减灾减损、抢收抢种

为中心组织开展“三秋”生产。目前全

省农业农村系统约 3000 余名干部和专

家在田间地头开展服务，推广防灾减灾

措施、秋收秋种关键技术，督促协调农

业保险机构定损理赔等，帮助受灾农民

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记者 王学涛 刘扬涛）
新华社太原10月12日电

山西秋汛致175万余人受灾15人遇难，抢险救灾有序推进

十
月
十
一
日
，抢
险
人
员
在
汾
河
下
游
稷
山
段
下
迪
河
坝
段
加
固
堤
坝
。

新
华
社
记
者

詹
彦

摄

洪水依然汹涌，黄河罕见秋汛如何防？
□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李鹏

10月 12日，小浪底水库正在泄洪（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尚昆仑 摄

山西加紧推动煤矿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