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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北京排水集团职工

每逢汛期瘦十斤

今年是韩仕权干城市管网养护的
第七个年头， 虽然岁数不大， 但已经
有丰富的管网养护和防汛经验了。 对
于这群守护城市管网通畅的人来说 ，
他们绝大多数的工作时间都在夜里。

韩仕权现在是北京排水集团第三
管网运营分公司养护一分部养护一班
的一名普通员工。 在学校， 他学的是
城市管网。 毕业后， 干了本行。 在日
常的工作中， 他要面对污水管线、 河
流管线、 检查井、 雨水口； 一旦进入
雨季， 他们又要进行防汛。 他是一个
防汛小型处置单元的成员， 他们的角
色有点像救火队员———只不过他们救
的不是火， 而是水。

“我们根据分公司防汛等级， 分成
三、 二、 一、 特等四级防汛响应， 有
相关手册， 上面有相关人员。 比如三
级响应， 3点前必须到岗， 原地等雨，
不涉及到现场的人员也要24小时手机
通畅， 保持待命。” 韩仕权这样解释防
汛处置的等级。

每一个小型处置单元到位之后 ，
都要先检查自己的防汛物资 、 设备 、
工具 、 个人的防汛物品 ； 检查车辆 、
油量、 灯光、 车载视频等， 以便后方
可以通过软件直接看到现场情况； 调
试好后装车随时准备出发。

到了现场， 如果没有下雨， 要顶
着闷热的天气， 对辖区之内易积、 滞
水点进行前期检查， 重点道路、 学校、
医院等人口密集的地方是检查的重点。

韩仕权的作业范围是海淀区知春
路一带， 从三环路蓟门桥往北， 四环
路学院桥往南， 西至万泉河路， 东到
西土城路， 知春路东西区域， 都是他
这个小型处置单元的抢救范围。 光是
知春路东西区域道路两边的连排雨水
箅子就有上千个。

“有时候雨水箅子会被清倒的垃
圾堵上， 如果上面有车辆停放， 就更
不好清理了。 这时我们只能钻到车底
下把垃圾掏出来， 以便下雨的时候使
雨箅通畅。 所以特别想呼吁社会车辆
停放的时候， 尽量闪过雨水箅子， 就
是轮胎别压在上面就行， 这样我们清
理雨水箅子的时候能快速一点， 也能
减少水流不畅的隐患。”

“最怕的就是短时大风暴雨冰雹。”
韩仕权说 。 今年端午节 ， 6月10日那
天， 不少人在朋友圈晒出了大个冰雹
和狂风暴雨。 那天，韩仕权和爱人正带
着孩子在朝阳公园玩儿 。 中午 11点
多接到单位发来的备勤令， 他便叮嘱
爱人带好孩子，自己直接去了单位。

当天 14时开始备勤 ，14时 5分出
动到现场，14时 40分左右雷电暴雨瞬
间开始。 “大风、冰雹，都是导致雨水积
滞的主要原因。大风一来，树叶掉一层，
再加上冰雹把树枝往下砸，根本来不及
清理 ！ 管线再好 ，水下不去 ，也不管
用 。 ”风雨大作，刚清理完的箅子转眼
又被树叶糊了。 尽管狂风暴雨砸在身
上， 但他们片刻不敢停歇……

当天15时5分 ， 雨停了， 太阳就出
来了。 路上还有积水， 韩仕权和同事
按积水深浅继续清理着雨水箅子， 把
水慢慢放下去。 身上穿着雨衣、 雨裤、
雨鞋， 弯腰用手清理树叶树枝， 往塑
料袋里装。 雨停后更难受， 下面趟着
雨水， 上面曝晒着， 雨衣闷着。 当天
直到将近17时， 积水才彻底排除， 韩
仕权和同事们终于可以回到单位喘一
口气了。 “回到单位， 一瓶矿泉水一
口干了。” 韩仕权说。

印象深刻的还有去年8月7日， 也
是这种情况 。 那天 ， 到了下班时间 ，
韩仕权刚要回家， 一抬头看到北边天
黑了， 心想走不了了。 这时候防汛通
知就来了。 那天雨量更大更长， 水跟
树叶都往雨水口流， 韩仕权跟同事在
只能风雨中通过喊话来分配工作。 处
理了一个半小时， 刚完事儿， 又接到
西土城路积水的报告。 当时正赶上晚
高峰， 路上堵车， 他跟同事推着液压
动力站从学知桥一直走到西土城路 ，
所有箅子都被车压住了。 “我们一边
打电话找车主， 一边趴着拿钩子扒拉
树叶。” 晚上10点多才回到单位。 还没
坐稳， 热线电话又来了， 韩仕权跟同

事再次出发了……
那天，气象台预报说第二天白天可

能还有雨， 当天晚上大家又把西土城
路、北土城西路两条路的雨水口清了一
遍， 直到8日凌晨6点多才回到单位。

“当时一脱鞋， 把水倒出来， 雨鞋
磨的带关节的地方都破皮了。 当时我
想， 虽然我们不是军人或武警， 但我
觉得我们这支队伍还行！”

工作时间不规律， 一到下雨肯定
不在家。 对于从小怕打雷的媳妇， 韩
仕权多少有些心疼 ： “但是没办法 ，
咱们干的就是这份工作。”

汛期是全年工作中最忙最累的时
候， 既要考虑周期养护工作， 还要应
对突如其来的暴雨等灾害天气。 每年
这段时间， 大家都休息不好、 吃饭没
规律、 长时间在户外备勤， “每逢汛
天瘦十斤” 是队里流传最广的一句话。

但是韩仕权说： “这是责任。 身
为一名排水人， 必须全力守住自己的
辖区， 保卫城区不受雨水侵袭。 同时
我也挺自豪 ， 虽然平时工作脏 、 累 、
臭， 但是一到汛期就觉得自己像城市
的守护者， 一声感谢， 一个赞扬， 心
里也挺暖和的。”

凉水河管理处的工程科承担着整
个管理处的综合计划、 防汛业务、 工
程管理等主要业务工作， 摊子大， 任
务重， 点多面广。 石海贤就是这个大
摊子的责任人。 在汛期， 这个科室也
被称作 “小防汛办”， 也是汛期任务最
重最忙的科室。

在汛期， 预报就是命令， 雨声就
是号角，时间就是生命。所以每天，石海
贤早已习惯了早早地来到单位，随时做
好应对准备。接报水情、监测河道水势、
调度抢险队伍、 排除河道险情等等，是
她和科室同事共同的工作职责。 “一见
下雨，科室不管是老同志还是新同志都
主动上岗， 这是我们面对冰冷的雨水
时， 最暖心的一股力量。” 采访中， 石
海贤一直强调， “不要报道我， 我一
个人完成不了防汛任务。”

近年来， 在她的带领下， 工程管
理科荣获了局青年文明号、 防汛抗旱
先进集体、 水情报汛业务先进集体等
光荣称号。 而她个人则是南水北调北
京段工程优秀建设者铜质奖章获得者，
是北京市平安奥运迎汛安全保障工作
和抗击7·21特大自然灾害先进个人。

虽然已经时隔4年， 石海贤还获得
了 “7·21” 先进个人， 但 “7·21” 的
阴影仍深深刻在她心里， 甚至在女儿
心里也留下了阴影。

石海贤和爱人都在水务部门担任
防汛业务工作 。 每当接到降雨预报 ，
夫妻二人就纷纷各奔单位了， 而他们
年幼的女儿， 只能留给老人照顾。

“7·21” 特大自然灾害当晚 ， 雨
越下越大、 凉水河河道水位不断上涨，
就在调度城市南分洪排水最紧张的时
刻， 石海贤突然接到了女儿打来的电
话， 孩子哭着说： “妈妈你在哪儿啊？
你快回来 ！ 家里进水了 ， 还停电了 。
特别黑， 我害怕！” 听到这话， 石海贤
的心一下子被揪了起来。 但面对瓢泼
的大雨， 她冷静而又果断地对孩子说：
“遥遥， 别怕， 你和姥姥赶快离开家，
到附近的宾馆去 ， 家里什么都不要
管。” 这样的进水情况， 对于那个处于
半地下室的家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发
生了。 石海贤是水利专业的，她深知断
电的黑暗并不可怕 ， 可怕的是触电 ，
更可怕的是室内积水超过30厘米， 门
就打不开了， 母亲和孩子在这样的环

境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强降雨还在持续，各种紧急情

况的信息不断传来：人民渠、新开渠河
水漫溢， 干流水位超过河道设计标准，
大成桥桥区发生大面积水毁……这样
的情况对每一个人、 对水利设施和城
市安全来说， 都是一场考验。 石海贤
作为年轻的防汛办负责人， 此时此刻，
她来不及多想， 没有犹豫， 始终坚守
工作岗位， 有条不紊地指挥防汛调度，
连续工作了近20个小时。 雨过天晴后，
她和爱人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
此时她的家已是满地污泥， 一片狼藉
了。 但是他们来不及清理， 来不及休
息， 夫妻二人又双双投入到善后工作
中去了。

说起母亲和孩子， 石海贤是愧疚
的。 因为她的夏天， 就是防汛！ 防汛！
防汛！ 她只能对母亲和孩子说： “既
然选择了水务， 在困难面前就不能退
缩， 为了大家的平安， 我们只能舍小
家为大家。”

采访结束时 ， 石海贤对记者说 ：
其实说起这雨啊， 水务人对她是又爱
又怕 。 爱它 ， 是因为北京太缺水了 ，
看着檐下连成串儿的雨滴， 怎能不欢
悦。 而怕它， 是暴雨成灾， 河道无法
承载太多的雨水， 会给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带来威胁。 可雨水再大怎比
水务人的决心大， 水位再高怎比水务
人的斗志高， 我们的责任是运筹帷幄，
变水害为水利。

石海贤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凉水河管理处工程科科长

“小防汛办”的女掌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