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定河管理处斋堂水库管理所所长
刘波

□本报记者 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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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至8月15日，是本市防汛关
键期。 首都水务人紧急动员起来了，他
们严阵以待，坚守岗位，时刻绷紧防汛
安全这根弦，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减灾准
备工作，尽最大职责守护好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他们心中始终牢记“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誓言。 近日，记者来
到防汛一线， 探访首都水务人坚守岗
位、默默奉献的感人故事。

“晨光破晓时分， 检查测试网络运行情况； 6
点查看收报情况、 出表； 6点半出齐水库表、 雨量
表； 8点收看当日中央气象台组织的天气会商会，
及时查看收报情况； 8点半出齐水库、 雨量 、 水
情、 出入境水量等报表， 并将雨水情信息发送至
相关部门； 11点编制完成 《水情预报》； 15点15分
参加气象会商， 有雨日滚动更新 《水情快报》。”
这些都是今年汛期北京市水文总站预报科预报预
警常规值班的主要内容。

此刻， 当日带班科长、 北京市水文总站预报
科副主管高强正在根据天气预报情况组织部署水
文情报预报工作。 一天中， 他还将完成水文情报
预报成果、 预警信息的审定和发布、 向主管领导
汇报工作开展情况等内容。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北京市水文总站预报
科的工作状态， 高强选择了 “忙碌”。 多年来， 高
强和同事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忙碌的状态。 虽然任
务很多， 但预报科的忙碌却是精准有序。 “我们
主要负责全市雨水情动态监测以及水文情报预报
分析研判工作。” 高强详细地介绍着， “科内组建
了水文情报服务、 洪水预报预警、 山洪预报预警、
内涝预报预警四个工作小组。” 多年来， 预报科的
职工已经能够做到应急服务快速高效响应。

根据雨量站实测降雨监测数据对比分析测雨
雷达运行情况， 进一步提升降水监测精度； 初步
完成永定河山峡段水文水动力模型建设； 编制北
京市洪水、 山洪、 城市积水内涝预报预警工作方
案……密密麻麻的文字， 记录着高强和预报科同

事们今年上半年顺利完成的各项工作。
“齐心协力。” 高强将上半年交出的亮眼成绩

单， 归结于这四个字。 的确如此， 他所在的预报
科是一支年轻而富有朝气的队伍， 也是一支思想
有传承、 业务有传帮带的队伍。 今年汛期前， 结
合科内新职工较多的实际情况， 科室就水文情报
预报系统的功能和新的值班流程、 灾害预报预警
规则进行了培训。 “在培训过程中， 大家进行了
热烈的讨论， 还提出了更新和改进意见， 为进一
步完善降雨应对流程规则建言献策 。” 高强说 ，
“大家互相学习、 互相促进， 科室中形成了 ‘老带
新， 新助老’ 的最佳学习工作状态。”

今年上汛之前， 预报科可谓做足了各项工作
的前期筹备。 不仅对专业设备和系统进行安全检
查、 运行状况排查， 还根据水利部雨水情报送要
求 ,完成了汛期水情报送方案的编制 ， 并制定了
2024年北京市汛期报汛任务， 提高了水情应急处
置能力。 “我们还根据水利部和市局对水文预报
预警工作的新要求更新了洪水、 山洪、 城市积水
内涝预报预警工作方案、 明确了发布范围、 完善
了值班制度， 为水旱灾害防御提供最有力的数据
支撑和业务保障。 ”高强补充道。

随着全市防汛进入关键期，预报科的忙碌状态
也随之升级。 “我们将做好尖兵耳目、 守护河湖安
澜。用高效、高质量的工作状态，全方位支撑和保障
全市水旱灾害预报预警工作。” 高强坚定地说。

清晨刚下过雨， 斋堂水库两岸的青山云雾缭
绕， 一泓碧水倒映出一幅诗画。 站在水库的大坝
上， 看着平静的水面， 刘波说： “别看这里风景
怡人， 但我们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 今年刚好50
岁的斋堂水库， 在经受住去年 “23·7” 海河流域
性特大洪水之后 ， 经升级加固后恢复了 “年轻
态”， 但目前， 所长刘波正带领所有职工严阵以
待， 力争汛期精准防汛调度， 时刻关注水库安全。

入汛前， 斋堂水库上游的 “前哨” ———清水
水文站恢复重建项目完工并启用， 全新的水文站
被刘波称作 “堡垒式水文站”。 “其建设标准比原
来提升很多， 特别是重建的监测揽道房桩基直接
入基岩一米深， 大大提升了设施的防御能力。 监
测设施也实现了自动化， 即使发生超标洪水， 人
员可以转移， 测流设备依然可以运行。 同时， 为
保障数据的顺利传输， 专门增加了北斗传输模块，
就算遭遇断网， 水文数据也可传输出去。” 刘波介
绍说。 “前哨” 水文站实现了自动化， 让刘波心
里踏实了不少， 这样使得即使在极端天气中， 工
作人员安全也有了保障。

去年的那场大雨， 让刘波印象深刻。 刘波介
绍， 对于库区下游冲毁的地方， 关键防护部位在
汛期已经修复完毕， 防护能力提高了不少。 同时，
在常规汛前准备上，依据“23·7”的经验，今年在预
案、 通讯、 责任制等方面都比去年做得更细致。

谈及今年的汛期工作，就不得不提去年“23·7”
海河流域性特大洪水，正是经受住了这次巨大的考
验，让今年的汛期工作更加细致、精准，更有针对

性。 当时，斋堂水库水位一度高达461.56米，超历史
最高水位37厘米！ 正是刘波带领全所成员坚守192
个小时，当时的每一个紧要关头都记忆犹新。

当时， 第一次洪峰到来的紧要时刻， 相继发
生前哨水文站冲毁、 通讯中断的情况， 斋堂水库
管理所一时无法得知准确入库流量， 并与上级部
门失去联系。 千钧一发之际， 刘波带领团队与洪
水正面较量， 经验丰富的他， 根据水位变化， 反
推入库流量。 通过推迟大流量泄洪， 分级降低下
泄洪水流量的方式， 为官厅山峡区间受困列车旅
客和下游群众转移以及洪水错峰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效降低了下游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在刘波看来， 去年两次迎战洪峰能安然度过，
得益于团队平时打下的坚实基础。“咱们的闸门，每
年汛期前都要调试，每一处工程要巡视检查，确保
正常。去年强降雨到来前，我们也做了充分准备，人
员分工明确， 发电机加好油保证随时能用……所
以，平时所有的备汛工作都不是白做的！ ”刘波说。

虽然做足了准备，但刘波的心也总是悬着。 所
里的事情， 不管是工程管理、 水资源调度、 防洪、
水源保护，每一项，他都是自己亲自去盯，他说，这
样才踏实点儿。 “目前是防汛关键期， 这段时间我
基本上都会守在所里， 要确保水库平安度汛， 践
行好守一座水库、 保一方安全的责任。” 刘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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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高强

守一座水库
保一方安全

北京市水文总站预报科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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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尖兵耳目
守护河湖安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