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汛期随时巡查
提醒市民涉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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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足汛前准备
“心中有数 心里有底”

连玉柱

今年汛前， 全市127处水文监测设
施修复一新， 这其中就包括连玉柱负
责的三家店水文站。 先进的监测设备，
不但大大提升了监测效率， 更提升了
应急能力。 看着眼前崭新的自动化监
测设备， 干了20年水文工作的连玉柱
感慨： “倒推10年， 我想都不敢想水
文监测能实现这种高水平的自动化与
智能化。”

站在永定河三家店水文监测断面，
全新的缆道架上安装了一套移动雷达
波测流系统， 连玉柱说， 移动雷达波
测流系统属于非接触式测量， 可以避
免设备损坏， 更加安全， 测量速度也
更快， 能够实现数据实时监测与上传，
尤其是抢测洪峰时更为适用。 “至少
三个人耗费1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 它
15分钟就可以完成。”

让连玉柱觉得更有保障的是， 新
的监测设备至少达到了两套监测系统
同步运行。 同时， 传输系统也是“双保
险”，一套北斗卫星网络，一套移动4G
网络。 而在连玉柱手里，还有一套人工
测量的数据。 新设备已经实现自动化
了，为什么还要人工测量？ 面对记者的
问题，非常健谈的连玉柱只回答了一句
话：“这样才能心中有数， 心里有底。”

新设备运行之后， 站里的监测工
作并没有减少， “以前怎么干， 现在
还怎么干。” 连玉柱说， 所有的新设备
每天都要进行至少两次的观测、 校准，
所以人工测量工作必不可少。 运行两
个月以来， 所有的监测设备都很稳定，
和人工测量对比基本一致，均在误差范
围内。“校准工作至少要持续一年，我只
有知道这套仪器是准的， 我才敢用它。
但人工监测的工作我们会一直保持，自
动设备只是为工作提供了便利，一旦出
现故障没有数据了， 我有人工数据做
‘保险’，所以，我们永远不能放松，只要
有人在就有数据。 ”

其实，和新设备一样，连玉柱也是
三家店的“新人”，在雁翅水文站干了19
年的他，去年汛期过后来到三家店水文
站，监测设施修复工程成了他接受的第
一项任务，从新设备的进场安装到验收
使用，连玉柱全程跟进，不放过每一个
细节，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20年的基层水文工作经验， 连玉
柱最大的感触就是 ： 准备的越充足 ，
状况来了， 才能游刃有余。 去年7月发
生的 “23·7” 海河流域性特大洪水 ，
是连玉柱在雁翅水文站坚守的最后一
个汛期， 也是最难忘的一个汛期。 他

带领三名员工在断水、 断电、 断路的
情况下， 坚守6天5夜， 在保障人身安
全的情况下 ， 用尽了所有测流手段 ，
还借来 “百家油” 供给发电， 通过卫
星电话向外传送水文数据。

总结应对洪水的经验， 连玉柱既
后怕又庆幸。 他回忆说， 当时接到雨
情预报信息， 连玉柱预感到即将到来
的强降雨来者不善，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所有观测设备、 通讯设备、 照
明设备等需要充电设备全部都充满了
电。 另一方面，还准备了方便面、矿泉
水、米、面、油、蔬菜等充足的生活物资。

“ 汛前准备、 汛前准备、 汛前准

备。 这是从我上班那天起， ‘老师傅’
们就一直强调的要诀。 所以， 每年汛
前我们都会做足准备工作。 真是到了
关键时刻， 如果前期设备没有调试好，
物资储备也没有准备好， 一定会抓瞎，
后果不堪设想。” 连玉柱坚定地说。

目前， 本市已经进入防汛关键期，
水文站已进入全员24小时备汛状态 。
连玉柱告诉记者： “ 水文监测工作看
似简单重复， 但正是这些及时准确的
上游河流动态监测数据， 给防汛备汛
和汛期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我们必
须确保每天的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 、
报得出、 报得准、 报得及时。”

“又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了，大
家伙儿打起精神来！ ”刚完成当天的巡
查，便看到了暴雨预警信号，顾不上一
身疲惫， 朱子良马上开始部署相关工
作。 “进入汛期以后，我们每天上午、下
午都会在全河段开展至少两次巡视工
作，节假日也不例外。 ”入汛以来，市城
市河湖管理处北环管理所防汛调度组
组长朱子良一直处于精神高度紧绷
状态 。

朱子良介绍说， 为了应对汛情，市
城市河湖管理处在入汛前，便已落实防
汛责任制，制定防汛预案，并逐一确认
物资储备、防汛应急抢险队伍、设备设
施的维护情况等。 作为现场管理人员，
入汛后，朱子良每天都会仔细检查一次
河道、堤防的完好程度，确保水工设施
完好，还会利用自动化监测设备和技术
手段， 实时关注天气变化和水位动态，
按照“西蓄、东排，南北分洪”“拒 、绕 、
排”的洪水调度原则，以水位控制为主、
流量控制为辅的方式，确保在暴雨来临
时，河道能够迅速排水，减轻城市内涝
的压力。

“北京城市河湖管辖河道总长
110.6公里，跨东城、西城、朝阳、海淀、
丰台、石景山、门头沟7个区，共计13条
河道。每天，我们都会对水面、沿线的河
道环境卫生、水口排污、河道安全设施
放置等情况进行巡查，发现市民有下河
行为，我们就会出于安全考虑，耐心提
醒引导市民在岸上开展安全的亲水活
动。”朱子良说，每位巡查人员每天最少
要巡视12公里，一来一回，大家身上的
衣服都湿透了，“其实，苦点累点我们都
不怕，最让我们担忧的是那些危险的亲
水行为。”对此，朱子良面露忧色。

水上皮划艇、河道边烧烤……这些
看起来时髦的行为，在朱子良眼中都隐
藏着很大的“危险信号”。他说：“当前正
值汛期， 河道水情随时都会发生变化，
危险指数也会上升。 ”但有些市民自身
安全意识不足，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
己经常在这里游泳， 不会发生危险；还
有些市民在开展亲水行为时，向水中丢
弃垃圾，破坏水环境；河道边烧烤则可
能引发火灾，危及生命财产安全。 在巡
查中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总会主动告

知市民在天然水域开展水上运动的潜
在危险，不要因为抱有侥幸心理，把自
己置于危险中。

据了解，近年来，市城市河湖管理
处积极与各区水务局、属地街道、城管
部门、公安部门、园林等部门开展联合
清劝行动， 引导市民安全文明亲水，同
时， 设置了大量安全提示标识、 标牌。
2022年以来，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在管辖
范围内排查出风险点位37处，在风险点

位附近设置救生圈215个、警示标牌116
块、救生杆7把、救生绳26条、救生衣51
件， 并发挥22处语音提示器的作用，加
强宣传引导 ， 保障河湖水环境安全
秩序。

“我们城市河湖的河道属于景观类
河道，但是兼有行洪的功能，从市民安
全角度出发，我们基本上是不建议在天
然河道内进行亲水活动的。 ”在采访最
后，朱子良强调说。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朱子良

□本报记者 张晶

北京市水文总站三家店水文站站长

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北环管理所防汛调度组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