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汛以来， 全市防汛部门通过严格应急值守、 完善防洪布局、 “一桥一策” 应急排水、 京津冀联动等措施， 加
强对重点部位的汛情监测、 巡查和险情处置， 有效处置了道路积水、 塌陷、 地质灾害等险情。 在强暴雨的洗礼中，
北京的防汛能力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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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四招应对汛期

□本报记者 孙艳/文 于佳/摄

全长700多公里的永定河属
于海河流域 ， 串起了北京 、 天
津、 河北三地。 7月下旬， 一场
由北京市防汛指挥部组织的京津
冀三地联手开展的防汛综合演练
在永定河畔上演。

随着 “演习开始” 的号令 ，
一场虚拟的 “灾难 ” 正逐步逼
近： 50年一遇的洪水即将降临永
定河……

“降雨云团已在河北西北侧，
正向北京方向移动， 请北京市防
汛指挥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
通过实时视频系统， 河北省防汛
指挥部向北京发出了预警。

与此同时， 市气象台也发出
暴雨黄色预警， 雨势集中在门头
沟、 房山一带。 市水文总站发出
洪水蓝色预警， 市防汛办启动III
级应急响应， 五湖一线景区的游
客紧急疏散。

随着雨势增大， 预警级别也
在不断升高。 防汛指挥部里， 工
作人员紧盯各分指挥部的监测数
据， 及时更新预警信息， 同时升
级应急响应级别。

永定河三家店河段出现险
情！ 报海河防总批准后， 北京市
防汛指挥部向河北、 天津防汛指
挥部发布提醒： “永定河三家店
河段流量达到了每秒 2500立方
米， 按照 《永定河流域洪水调度
预案》， 将开启下游的卢沟桥闸
和小清河分洪闸。 请河北、 天津
及时关注上游来水， 沟通汛情！”

开闸泄洪的同时， 门头沟区

还疏散了险村险户。 雨中， 17个
村庄的897名村民被有序疏散到
高地 。 8个小时的防汛抢险后 ，
降雨基本停止， 永定河流量也下
降到了每秒500立方米 。 暴雨 、
洪水预警解除。

如此大规模的京津冀联合
“操练”， 正式伴随京津冀一体化
战略的推进 ， 今年 ， 北京与天
津、 河北建立了京津冀防汛工作
联动机制， 实施协同防汛， 提高
流域性大洪水的应对能力。

刘洪伟介绍， 北京市流域与
天津、 河北相连， 北京的降雨可
能向下游倾泻， 外地的降雨也会
对北京的汛情产生影响。 “京津
冀三地联起手来共同防汛， 在防
汛信息共享、 联合会商、 联合查
勘、 协调调度及抢险等多个方面
建立了联动机制。”

按照 《北京市汛期防汛信息
报送办法》， 北京市防汛办要对
全市各防汛指挥部的防汛信息统
计汇总， 其中重要汛情信息同时
向天津、 河北防汛指挥部通报；
重大防汛信息经批准后， 统一向
社会发布。

此外， 今年汛期， 市民仍然
可 以 通 过 北 京 电 台 、 北 京 电
视 台 、 手机短信 、 “北京服务
您” 手机客户端关注预报预警。
同时， “北京防汛” 微信公众号
也于近期开通， 包括防汛气象、
汛情信息 、 防汛科普 、 实时降
雨、 实时道路积水情况等均可查
询。

“今年本市汛期降雨较去年
偏多， 气温偏高， 局地强降雨天
气多发， 并常伴有雷电、 大风、
冰雹等气象灾害， 发生极端天气
造成洪涝等灾害的几率增大， 防
汛形势不容乐观。” 采访中 ， 刘
洪伟多次强调今年汛期的形式。

自从入汛第一天以来， 全市
防汛抗旱工作就进入了全面备战
状态。 而下凹式立交桥是城区防
汛的“短板”，如果出现积水断路
将给市民出行带来极大的影响。

目前， 北京共有437 座下凹
式立交桥， 在 “7·21” 中， 37处
交通中断， 其中有27处系由桥下
积水所致。 之后， 本市开始了对
积水严重的下凹式立交桥进行排
水改造。 经过近3年的泵站改造，
北京排水集团所属84座雨水泵站
抽升能力由原来的38万立方米 ／
小时提升到现在68万立方米/小
时， 蓄水能力达到14万立方米。

2012年的 “7·21”， 严重积
水的左安门桥出了名。 如今， 这
座下凹式立交桥的排水标准提高
至了10年一遇， 外观没有改变的
它， 暗藏的超大地下空间正是排

水 “秘密武器”， 能抵御每小时
67毫米的降雨， 这比 “7·21” 时
的防汛能力提升了约50%。

记者来到左安门桥东北角 ，
看上去是一片草坪， 但从一座不
起眼的小房子走下去， 眼前是一
个面积比篮球场还大的地下雨水
泵站和调蓄池。

王洪江是这座泵站的运行负
责人， 他介绍， 这个调蓄池最多
能蓄10米深的水， 相当于三层楼
高。 整个调蓄池有8026立方米 ，
其中有一个容积2000余立方米的
小池， 用来收集降雨初期15毫米
左右的雨水。 因为初期雨水中除
了垃圾、 沙土等， 还含有大量有
机污染物， 需要通过污水管线送
去污水处理厂接受处理。 达到一
定水位后 ， 泵站会自动启动抽
升 ， 将后来的雨水排入南护城
河， 如果降雨再大， 水泵抽不过
来的水就会流入容积6000多立方
米的调蓄池存起来。

今年汛期开始， 左安门雨水
泵站的监控设备和远程传输设备
已经启动24小时运行， 在泵站监
控室及排水集团的调度大厅， 都

能看到泵站的各个角落， 一旦发
生降雨， 也可以自动开启泵站运
行。

记者了解到， 根据计划， 北
京市最终将修建61个调蓄池， 蓄
水能力将从目前的14万立方米增
至21万立方米， 接近陶然亭湖的
蓄水量。

在全面推进中心城区下凹式
立交桥泵站改造的同时， 今年本
市还把郊区下凹式立交桥特别是
穿铁路桥纳入防控范围 ， 全市
437座下凹式立交桥全部落实
“一桥一策” 应急排水预案。

市防汛办新闻发言人刘洪伟
介绍， 以前， 为了防止下凹式立
交桥积水， 抢险单元会在桥区定
点值守 。 即便附近发生了积滞
水 ， 也不敢轻易离开桥区去抢
险。 今年， 每个防汛单元的值守
区 域 由 下 凹 式 立 交 桥 这 一 个
“点”， 扩展到了 “面”。 中心城
区共划分为112个区域， 每个区
域都以区内的下凹式立交桥为中
心向外辐射， 抢险单元随时听候
指令 ， 可根据险情在区域内调
动。

这个夏天的每个晚上， 当华
灯初上， 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陆续
回家， 准备和家人一起享受悠闲
时光的时候， 在市防汛抗旱指挥
中心里， 所有的工作人员却是严阵
以待， 他们和大屏幕上显示着的
实时图像一样， 时刻没有松懈。

“7月29日22时55分， 市气象
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至30
日5时， 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
雨， 局地小时雨强可达到30毫米
以上……” 收到信号后， 市防指
立即启动IV级应急响应， 排水和
抢险部门已到达主要积水路段和
重点桥区， 同时排水集团启动最
高级别响应。

降雨如期而至， 和预测的一
样迅猛， 平谷、 朝阳、 丰台、 房
山等区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 其
中降水量较大的房山地区升级发
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 就在这
时， 一个声音从防汛抗旱指挥中

心传出。 “市防汛办， 我是丰台
区防汛办， 目前发现程庄路段出
现积水， 我们正在积极抢险， 但
由于积水深度持续上涨， 请求市
防汛办增派市排水集团抢险力量
增援。”

接到请示， 市防汛办快速反
应， 立即展开部署： “同意调动
排水集团抢险单元支援。”

接到增援请示后， 市防汛办
向市排水集团下达指令： “调派
程庄路周边的大型抢险单元支援
丰台区应急排水， 要求到达现场
后听丰台区现场指挥。” 随着实
时画面的切换， 记者看到市排水
集团在收到抢险单元调令信息
后， 迅速调派抢险单元前往现场
处置。

如此反应迅速、 紧密有序的
防汛抢险， 都基于各级防汛部门
严格的汛期应急值守制度。 市防
汛办新闻发言人刘洪伟告诉记

者， 从6月1日入汛， 直至9月15
日方能下汛。 而这期间， 各级防
汛指挥部都要严格执行汛期应急
值守制度， 坚持24小时值班、 领
导带班。 各级领导干部按照不同
预警响应级别， 及时到岗到位，
杜绝发生脱岗、 离岗现象。

800兆防汛专用电台 、 防汛
值班电话、 抢修电话、 群众热线
电话要24小时畅通、 有人值守。
同时， 地下空间、 低洼院落、 危
旧房屋、 城乡结合部棚户区、 在
建工地要做好防倒灌、 防进水措
施； 地铁、 机场、 车站、 下凹式
立交桥、 城市道路等交通设施要
做好雨天安全运营保障措施； 山
区泥石流易发区、 采空区、 尾矿
库、 旅游景区、 山区道路等地质
灾害易发区要做好避险转移、 景
区关闭以及道路封闭措施； 水利
工程要做好雨天洪水调度 、 监
测、 巡查工作。

值守： 反应迅速 紧密有序
防汛部门严格执行应急值守制度

排水： 泵站升级 调蓄有方
437座下凹式立交桥量身定制对策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防洪调
度原则是 “西蓄东排 、 南北分
洪 ”。 今年汛期 ， 为应对降雨 ，
西郊雨洪调蓄工程这一大防汛武
器首次启用， 这意味着中心城区
“西蓄东排、 南北分洪” 的防洪
格局得以完善。

“西蓄” 是利用西郊砂石坑
把雨水蓄滞， 以缓解西山的洪水
进城， 起错峰或调峰的作用， 最
终从通惠河向东排。 南北分洪是
指通过护城河， 让雨水分别通过
右安门和安河闸将西边的水排向
凉水河和清河。 而这其中， 如何
确保西部高水在洪水来时不进
城， 成为重中之重。 而为了应对
今年 “任性” 的主汛期， 市防汛
办指出， 西蓄、 东排、 南北分洪
的手段全部用上， 这也让本市的
防洪首次 “四角平衡”。

今年汛期 ， 容量达680万立
方米的西郊雨洪调蓄工程首次投
用， 以拦蓄西部山区的洪水。 其
中， 石景山区约1/3的雨水都将
流入这个大蓄水池 。 暴雨来临
时， 雨水被砂石坑拦截， 不会涌
入城区。

位于西五环晋元桥东南侧 ，
眼前这个几十年采石挖出的大
坑， 如果告诉您它正在用于蓄滞
雨洪， 它的庞大可以给您足够的

安全感。 它的面积达到了60万平
方米， 最深处将近30米。

蓄滞雨洪是西郊砂石坑承担
的主要任务。 坑壁上的六个进水
口能够收集永定河引水渠山区流
域和西郊地区的雨洪。 汹涌而来
的洪水被圈入砂石坑， 暂时歇歇
脚， 待洪峰过后再向下游排放。
据了解， 西郊砂石坑已具备蓄滞
700万立方米雨洪的能力， 容量
相当于4个昆明湖。

经过今夏以来充沛雨水的储
蓄 ， 坑底已出现了湖水般的水
景。 在砂石坑西南侧， 一条管径
7米的暗渠正将收集到的雨水注
入坑中。 而这只是砂石坑的六个
进水口之一 。 今年进入汛期以
来， 西郊砂石坑已多次蓄水， 最
高蓄水量达到25万方， 特别是主
汛期后雨水比较集中， 最高蓄水
位已经达到第一个环湖步道的高
程， 为蓄滞洪水起到很大作用。

“我们还要借水造景， 明年，
这里就会建成水景公园。” 市水
务局建管中心薛文政介绍， 坑里
的积水不会完全排空， 会始终保
留10万平方米的水面景观。 随着
工程推进， 水中还将种植香蒲、
芦苇等水生植物， 打造城市里的
湿地景观， 供周围的居民休憩游
玩。

布局： 西蓄东排 南北分洪
防洪首次实现“四角平衡”

联动： 联合会商 协同防汛
启动京津冀三地联动防汛机制

收工时虽累但很欣慰。 排水集团职工们紧急排水抢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