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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公安机关以“迅”应“汛”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用藏蓝身影筑起一道平安堤坝

为防汛抗洪救灾提供支持

中央防汛物资运抵天津

■ 本报记者 胡萌伟

昨天中午，在位于静海区团泊西的一处土方堆场
上，42台挖掘机和4台装载机正紧张作业。将土丘上的
土方挖下来，和水泥拌和后，装到运输车辆上，然后源源
不断地运往大清河南堤前线。现场机械声嘈杂，来自市
住房城乡建设委市政处的张明负责物料供应的综合协
调，电话一个接一个，他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对电话那
头重复：“我这听不清楚，您大点声音……”

他已经在堆场整整工作了2天。现场只有几个简陋
的遮阳篷、几把椅子，累了倦了就坐一会儿。供土是24
小时连续作业，并且每半小时就要统计一次进度。“最困
的时候，就在两次报进度之间的时间，抓紧眯15分钟。”
晒得黝黑的张明说。

连日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带
队，在静海区24小时现场调度，并组织多家施工企业，从
王口镇、团泊西两个土方堆场持续拉料，为大清河南堤
抗洪抢险提供物料保障。

抢险中，中建六局、二十二冶、中铁建大桥局、中铁
十八局等央企主动请缨，奔赴一线组织取土作业。

经过几天的连续作战，中建六局项目管理部总经理
曾坤建的嗓子已经完全沙哑。作为团泊西取土点的主
力军，中建六局承担所用挖土、装车任务。没等追上他
采访，几名施工人员将他团团围住，忙着向他汇报当下
的工作进展。

记者站在遮阳篷一侧等待，一低头看到桌子上放着
好几副扑克牌。这是干什么用的？

沟通好手头的工作安排，曾坤建对记者道出了扑克
牌的“秘密”——
“这个堆场的运输车辆来自20多家单位，为了便于管

理，我们买了4000多张扑克牌，每发出一辆车，给司机一
张牌，前线收料人再收走牌。通过比对收发数量来判断多
少辆车在运输的路上，是不是有压车或者其他情况。”

曾坤建介绍，从取土点到大清河南堤的距离约40公
里，共有2条运输线路，路上可能发生的情况比较多，除
了用扑克牌来掌握运送情况外，他们还在两条线路上分
别安排了巡视车辆，以便第一时间处理突发情况。

此外，静海区政府及乡镇街道也为施工人员连续作
战提供了保障。“我们一是做好周边秩序维护，二是做好
运输线路的疏导保障，三是给现场作业人员提供餐饮、
办公用品等。本来想给作业人员在周边安排办公和休
息的房间，但他们为了保证效率，坚持驻扎在现场的临
时工作篷中……”烈日炎炎下，一直忙着协调调度的静
海区杨成庄乡乡长石德来汗水如注。

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日，应急管理部支援天津的
中央防汛物资运抵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防汛物资仓库，
为我市防汛抗洪救灾提供支持。

此次防汛物资包含防管涌土工滤垫717个、防管涌
围井围板600片（块）、拖车式移动泵站3台、大流量潜水
电泵3台、大流量应急排水泵4台、大流量排涝泵站2
台。“我们是8月8日下午6点左右提出的防汛物资支援
申请，很快收到了回复，当天晚上就近从位于北京、天津
的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发运了。”市应急管理局事务中
心信息统计科副科长薛峰介绍，静海区向市防办申请支
援防汛物资，对此，他们协调将这批中央物资分成两路
发运，其中一路已连夜送至静海区抗洪一线。用薛峰的
话说，“特殊时期，我们高效率推进物资点对点调运，为
的就是快速送达、及时卸车、立即发放。”

记者了解到，这几天，天津防汛物资仓库陆续接收
从位于江苏、山东、山西等地的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发
运来的救灾物资。为保障物资顺利交接，我市增派人
员，日夜奋战，第一时间做好物资卸车、清点、入库工
作。在中央物资的使用上，我市根据防洪抢险总体形
势，立足各区的实际需求，精准调拨到位。

■ 本报记者 苏晓梅

子牙新河入海防潮闸，坐落于滨海新
区古林街，9日9:02，当日渤海潮位达到最
高位4.12米后，开始退潮，防潮闸3道闸门
板全部提开，全力行洪。
“河道泄洪，防潮闸开启，请远离闸

口，防止人员落水。”伴随着防潮闸塔楼高
音喇叭循环播放的提示，上游持续来水咆
哮着从闸门板下汹涌穿过。
“前几天天文大潮时，无法实现全时

行洪，现在就能24小时行洪了。退潮越
快，咱们水出得越快，水流量也越大。”南
运河河务中心河口闸所所长张泽来到防
潮闸查看行洪情况。

在防潮闸西侧，相隔数十米的地方，
就是子牙新河南小埝。上游来水进入古

林街后，经由最后4.8公里河道入海。由于南
小埝比子牙新河北堤地势整体偏低2米左右，
这里自然成为子牙新河行洪关注重点。由街
道、消防、公安、武警等组成的古林街道防汛
指挥部应急人员在这里分组24小时巡堤。
“古林街道作为临海街镇，辖区共涉及2

段水域，3个堤坝，是新区防汛防洪的关键所
在。”古林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志利介绍，“接
到行洪通知，我们第一时间建立防汛组织与
指挥系统，225名党员干部保持应战状态，抓
实抓细洪水防范应对各项措施，强化与各级
部门协调联动，时刻确保抢险救援队伍关键
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马棚口二村副主任王志斌，8月1日起驻
守在此，一直没回过家。此刻，他爬上南小
埝的坡顶，沿着埝脊向西巡去，不时把身体
探向面冲河道一面的埝下。

“最近受子牙新河不断冲击，南小埝内侧
容易被水穿透形成管涌，或者冲出‘狼窝’。”王
志斌解释，“狼窝”就是水流冲击下形成的深
沟，在埝上看没有问题，但埝下其实已经被掏
空，而埝的南侧就是村民们的养殖池塘，投资
百万级的虾池随时都有被洪水淹没的可能。
“虽然这里是行洪道蓄滞洪区，但老百姓

的财产咱得尽全力保护。”同在南小埝巡堤的
古林街防汛指挥部副指挥长张建设告诉记
者，一旦发现“狼窝”，就要及时封堵，全力防
止洪水从埝下进入养殖池塘。截至目前，南
小埝巡查过程中已经发现40余处“狼窝”、水
流沟等问题，全部进行了封堵。

驻守此处一旬有余，张建设的脸和胳膊
已晒出黑红色，随着手臂抬起，半袖T恤下不
时露出原本肤色，晒痕明显。说话间，他又投
入巡堤队伍，向西侧进发。

本报讯（记者 徐丽）以“迅”应“汛”、
冲锋一线。连日来，天津公安机关组织
警力配合街镇工作人员，全力做好入户
宣传、群众转移、交通疏导、秩序维护、洪
区警戒等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用藏蓝身影筑起一道平
安堤坝。

蓄滞洪区群众转移安置涉及武清区、
北辰区、西青区、静海区、滨海新区，天津
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制定转移方案，每日投
入1950名警力，累计投入21000名警力，配
合街镇工作人员，做好入户宣传、群众转
移、秩序维护等工作，确保转移安置工作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为支撑服务全市防汛抗洪，紧急调用
40余架警用无人机，56名操作员和地面保
障人员，建立“前出外埠、省界值守、近端
监测、全时段备勤”机制战法，连夜赶赴受

洪涝灾害影响严重的武清区黄花店镇、静
海区台头镇及河北省胜芳镇实时观测水
情汛情，在及时准确掌握第一手情况、实
施科学决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为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天津公安交管部
门每日出动警力3200余名、巡查车560余辆，
强化道路交通秩序维护。其间，组织警力在
泄洪管控区外设置交通分流圈，重点对永定

新河、独流减河、子牙新河涉及的8个行政
区、13处蓄滞洪区周边道路41处点位、24座
桥梁、8条高速公路开展巡查管控，严禁无关
人员、车辆进入，确保管控区域内人员、车辆
有序撤离，管控区域外安全有序绕行。

强降雨期间，天津公安交管部门累计对
39个地道（涵洞、下沉立交桥）果断采取断交
措施100余次，未发生因车辆误入积水点段
造成人员伤亡情况，共妥善处置涉汛求助咨
询警情980起，救援涉水被困车辆125辆和被
困人员41人。

显性用警、动中备勤，天津公安机关持
续强化社会面巡逻防控工作，每日投入巡
逻警力 1.2 万人次，设置值守点 478 处、必
巡线 1069 条、必到点 1235 个，重点加强党
政机关、学校医院、水电油气、群众安置点
等部位的安全守护，提升防控效能，筑牢安
全防线。

■ 本报记者 耿堃

孙宝起办公室衣帽架上挂着一顶草帽，
粗草编的，样式和下田劳作的人戴的差不
多。他的脸如同刚收完麦子的麦客，像块黑
炭。十多天前，他可没这么黑。

那会儿的他正饱受带状疱疹折磨，左腿
肿胀疼痛，行动困难。7月28日北辰区发布
降雨Ⅳ级预警，作为北辰区水务综合服务中
心党总支书记兼主任，他哪顾得上病痛，查

看全区各易积水点位、河道水位、闸门等水利
设施运行状况，检查各积水点位排涝情况，现
场研究排水方案，指导工作人员全力排水。
“我们劝他注意身体，有什么事我们年轻干部
都可以上，但是谁也说不动他。”同事朱海岩
又敬佩又无奈。
“对我们单位来说，雨情就是命令。”令孙

宝起欣慰的是，“今年大雨后，打12345反映
北辰城区积水问题的少了。”

7月 31日接到防洪预警，孙宝起不顾
带状疱疹已经化脓，风里雨里冲在第一
线。大大小小47个需要封堵的口门测量、
封堵、防汛物资调度，河道设施检查……作
为中心领导，他要指导统筹。特别是在 6
个大口门间来回巡视，现场解决问题，在这
条约9千米的堤防上他来来回回30余次，
“记不得当天接了多少电话，至少有200多
个吧，反正我嗓子都哑了。”带状疱疹一大
特征是特别疼，他就靠止疼片顶着，不眠不
休 30多个小时。直到昨天他腿上的带状
疱疹还带着脓水。

口门封堵完成后，他又带领同事们开
始 24小时轮班巡查堤防、河道、涵管等工
作，河堤坡脚有没有渗水，河道内有没有
阻碍行洪的杂物，水位的高度是多少——这
位献身水务工作 35 年的“老兵”，利用自
己丰富的经验，及时发现问题、现场指导
工作。

■ 本报记者 王音

烈日下，退休水利专家肖承华和赵考生
站在永定河泛区的大堤上，紧盯着河道内拆
除丁坝的施工进度。从前一天晚上提出整
改建议后，连续10多个小时、4辆挖掘机、10
多名工人连续作业……眼看着河道畅通、流
速恢复，两位“老水利”都松了口气。

连日来，一支由31名经验丰富的退休水
利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分别驻守各区防洪重
点区域。“老水利”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再战
一线“把脉”险情，守护着河堤大坝安全。
“永定河泛区武清段左、右大堤全长96

公里，我们5个人各带一个小组，每人守一
段，每天上午、下午至少看一遍。”在专家组
临时休息点——武清区水务局，肖承华摊
开一张“永定河泛区巡堤查险路线示意
图”，向记者介绍几天来巡堤排查的情况。

图上“红、黄、蓝、绿、黑”五种颜色标
出5个小组各自值守的起始点。62岁的肖
承华，曾任市水务局建管处二级调研员，
是驻武清区专家组小组长。“图上35座口
门标得很清楚，我们来的第一天就是看这
些口门的封堵情况，一个不落、逐一排查，
有一点封堵不到位都是隐患。”肖承华说。

8月3日接到奔赴一线的“集结”通知，
5名老专家第一时间来到武清区水务局报
到。听取了现场情况汇报，了解行洪进度

之后，5个人一同连夜上堤。
经过初步排查，专家们发现河道内有两

处阻碍行洪的丁坝、滩地，需要及时清理。武
清区水务局连夜组织人员，开始施工作业。
“施工中，我们拿不准的，随时在群里

跟老专家沟通，或者请他们到现场指导。
老专家经验足、作风硬，来到防洪一线‘把
脉诊断’，成了大家的‘主心骨’。”武清区水
务局副局长范继红说。

每天跟着老专家巡堤，市水务局灌排
中心河库工程科科长刘鹏感触颇多：“年轻
人都没经历过洪水，干劲儿足，但经验不
足。比如桥与堤坝交口，我们原先只用挡
板封堵，经过专家研判，要求备足砂石料，
把路彻底封堵。防洪不能有一丝侥幸心
理，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

哪有险情就到哪去，是“老水利”不变
的情怀。巡堤要上来下去，一整圈走下来，
老专家们腿脚不听使唤。“刚开始那几天确
实累，但睡一觉，感觉自己咬咬牙还能上！”
肖承华告诉记者，担心在外面睡不踏实，临
出家门前还特意带上了助眠药。
“什么时候回去？家里人从来不问。‘老

水利’都习惯了，人家下雨往家跑，我们下雨
往单位跑。守在一线，是职责、是心安。不
管退休还是在岗，一声令下，就要守到汛情
平稳那一天。”专家组成员、天津市水文水资
源管理中心原主任赵考生说。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8月9日，大清河静海区台头段南堤。
“注意脚底下，一定要看仔细！”烈日

下，静海区大丰堆镇副镇长王文超和高小
王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铭川拿着木棍巡
堤，深一脚浅一脚、不放过任何一个细
节。他俩衣裳早已湿透，脸也晒得通红。

洪水来袭，静海区从15个乡镇街道抽
调了250多名党员干部，组建了25个巡堤
查险小队，每天几班倒，24小时不间断巡
护河堤，确保有隐患及时发现、有险情快
速处置。

王文超和刘铭川就是其中两名队员，
截至记者采访时，他俩已在河堤上坚守了
6个日夜。
“巡堤是个细致活儿，每一段、每一米

都马虎不得。”王文超说，巡堤时，一是要
看迎水坡水位是否上涨、是否没过老堤。
二是要看背水坡是否有渗水、管涌。

王文超、刘铭川负责河北省文安县与
我市静海区交界处1公里至2.5公里的堤
坝，来回3公里走下来要将近3个小时。
“我们一旦发现渗水、潮湿的地方就

要第一时间上报。”王文超说，“如果只是
渗湿，没有明水，那就需要密切关注，一旦
发现水流，就需要挑一个小水沟，既要看
水是否清澈，还要看水的流速。清澈说明
有裂缝，水流加快说明堤内有漏洞，那必
须立即处理。”

守堤，重要的是及时发现险情。为确
保万无一失，巡查时他俩时刻绷紧弦，生
怕漏掉哪个细节。

入夜，巡堤查险的“守夜人”继续巡
查。他们一边用木棍拨杂草，一边用手电
筒来回照射，查看脚下有没有渗漏点，寻
找着积水的反射。

远远望去，一片漆黑中，一个个耀眼
的光点在闪烁，就是这些巡堤查险的党
员干部，不舍昼夜地坚守在第一线，用责
任和担当在河堤岸上筑起了一道坚固的
防线。

沿海安全保卫总队民警帮助群众抢

收鱼获。

退休“老水利”再战防汛一线

孙宝起（左一）带领区水务综合服务

中心河湖科人员巡查韩盛庄泵站。

北辰区水务局供图

蓟州分局民警在河堤巡逻。

市公安局供图

■ 本报记者 张立平

随着洪水的持续演进，连日来，我市防洪防汛形势
依然严峻，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多个乡镇村庄不同程
度受灾。据西青区农业农村委统计，截至昨日，该区种
植业受灾面积达到35335.6亩，164.18万公斤水产品和99
万尾观赏鱼全部损失。

记者昨日来到大清河、子牙河、独流减河三河交汇
之处的第六埠村，在子牙河大堤以西，水面较之前一天
有所上涨，水流速度加快。目光所至，已是一片泽国，5
米高的“生态六埠”的牌楼一多半泡在水里，东淀蓄滞洪
区内大部分庄稼和农业设施大棚已经被淹没。

第六埠村党委副书记倪国志告诉记者，第六埠村是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生态六埠景区已成为深受市民喜
爱的旅游打卡目的地，现在整个园区全部被淹。

与此同时，村里3000多个蔬菜大棚和9000亩耕地
也被泡在了水面之下。“东淀是市民的菜篮子基地，也
是村民重要的收入来源。”倪国志说，这里不仅种蔬菜，
也种庄稼，还有从事养殖业的，由于各家情况不一样，
投入也不同，目前村委会也正在摸底，以全面掌握村民
受损情况。

西青区东淀蓄滞洪区主要涉及辛口镇和杨柳青两
镇，大部分是农田。连日来，西青区农业农村委对蓄滞
洪区内种植、养殖情况，农业机械设备，农资储备等情况
进行摸排、核对。截至昨天，对区内农业损失进行统计
调查显示：种植业受灾面积35335.6亩，其中玉米、水稻、
高粱等大田作物15800亩、蔬菜作物10468亩（3954亩露
地蔬菜、6514亩设施蔬菜），果树苗木9067.6亩（果树575
亩，苗圃150亩，林地8342.6亩），农业大棚6162栋；水产
养殖业有164.18万公斤水产品和99万尾观赏鱼受灾，设
施渔业受灾面积达到10000平方米，通过转移、出售等方
式处置畜禽47140头（只）。

昨日14时，在静海区台头镇俯瞰东淀蓄滞洪区“清北四村”（胜利村、和平村、民生村、建设村）方向，围埝外的农田等设施被洪水浸泡。

本报记者 潘立峰 通讯员 宋琨 摄

24小时巡堤查险
确保万无一失

“老百姓的财产咱得尽全力保护”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现场调度保障物料供应

土方堆场上扑克牌的“秘密”

西青区调查显示

种植业受灾面积35335.6亩

谁也劝不住的老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