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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四水和长江来水影响，
6月30日9时， 洞庭湖城陵矶
站水位达33.00米， 达到警戒
水位线。同时，这一水位已达
到洪水编号标准，“洞庭湖
2024年第1号洪水” 形成。据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这也是

洞庭湖城陵矶水文站自2022年1月将警戒水位由
32.50米“抬高”至33.00米后首次超警，湖区进入防
汛关键时期。

“长高”后首次超警
城陵矶站水位或将涨至33.55米

入汛以来， 长江三口及湘资沅澧四水来水
1088亿立方米，较多年同期均值偏多35.4%。

截至6月30日9时， 洞庭湖城陵矶站水位已达
33米，超警戒水位线。

2022年1月，经水利部批复同意，城陵矶站警
戒水位由32.5米调整为33米。此次超警，也是该站
警戒水位“抬高”后首次超警。

同时，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未来一周，降雨
集中在湘中、湘北地区，落区高度重叠。

岳阳水文中心相关负责人认为， 结合降雨数
值预报成果及长江、四水来水及三峡调度情况， 城
陵矶站7月3日前后将涨至33.55米左右， 后续缓慢
上涨。

“长大”一倍多
洞庭湖水面目前达2570平方公里

洞庭湖吞吐长江、接纳四水，作为长江中游重
要的洪水调蓄湖泊，历来是湖南防汛抗灾的“主战
场”。针对已经到来的洞庭湖1号洪水，洞庭湖区各
地已提前做出安排部署，全面加强防汛值守、抢险
备料、巡堤查险，保障度汛安全。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增加影响， 洞庭湖
水位不断攀升。特别是6月中下旬以来，洞庭湖水
位上涨超过6.5米，环洞庭湖区共14站次超警。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城陵矶水文站附近看到，
去年曾因干旱“变身”“大草原”的洞庭湖区水面宽
阔。随着水位的不断上涨，洞庭湖水面也在逐渐扩
大。6月17日，洞庭湖水面约为1100平方公里，而目
前，这一数字已经增至约2570平方公里。

强降水考验
未来两天湘中和湘北仍有强降雨

6月30日上午，长沙的雨断断续续地下。到了
下午，城区部分地区出现了久违的阳光。

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相关预告， 预计7月3日
左右，阳光有望彻底“回归”。而在之前，湖南还将
经历强降水的考验。

据湖南省气象台预计，6月30日至7月2日，湘
中、湘北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特大
暴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6月30日，湖南省气象台发布了第三期、第四期
暴雨红色预警，提醒市民加强防范。

气象部门提醒，湘中、湘北需继续加强暴雨洪
涝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
灾害防御；目前临近暑期，出行人数增多，建议加
强交通运输、旅游等的安全管理工作。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张浩 见习记者 李致远

通讯员 欧阳碧岩 黎振兴

自1904年建站，城陵
矶水文站已“年满”120
岁。去年夏，全国首批22
处百年水文站名单出炉，
城陵矶水文站榜上有名。

自古文明依水而兴。
依湖而生的城陵矶水文

站，驻守在大潮奔涌的洞庭湖旁，见证着水文
事业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

将近120年的时间里，它连接起长江水文
的过去和现在，延伸向清流永续的未来。

现场：百年水文“晴雨表”，六角亭下的日常

“八百里洞庭”自城陵矶汇入长江，城陵
矶水文站也被誉为洞庭湖及长江流域水情
“晴雨表”。

水利部长江委水文局长江中游水文水资
源勘测局岳阳分局负责人唐聪介绍，洞庭湖来
水复杂，北纳长江的松滋、太平、藕池三口来
水，南和西接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新墙
河等小支流，而洞庭湖唯一出口就是城陵矶。

“可以说整个洞庭湖的防汛工作， 是以城
陵矶水文站水位进入或者退出警戒水位为判
断标志的。”唐聪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城陵矶
水文站达到或超过警戒水位是编号洞庭湖洪
水的唯一条件。

当好“晴雨表”的重要任务就是为防汛和
抗旱收集基础资料，城陵矶水文站日常监测的
内容，最主要的就是水位、流量和泥沙等方面。

监测水位，城陵矶水文站有着绿顶、红柱、
黄墙的“六角亭”，它像一位哨兵，值守在洞庭
湖与长江交汇处，守望着流经眼前的湖水。

“六角亭” 是一幢建筑， 也是一种监测手
段。亭子下面与洞庭湖水相连，通过亭下水位
的高低就可识别湖泊水位的高低。

亭中，有一块屏、一幅挂图、一套水位计的
装置，日夜不停地记载着水位数据，通过一体

机屏幕就能看到实时水位、流量等信息。

坚守：不会游泳，却和湖水打了40多年交道

6月30日上午9时整，城陵矶水位为33.00米，
达到警戒水位。

“目前来看， 入湖流量要略大于出库流量。”
今年62岁的林天才，是原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水文局中游局岳阳分局主任工程师，也曾是城陵
矶水文站防汛抗洪的“耳目尖兵”。

连日来岳阳大雨，林天才每天都撑着一把老
花伞，在城陵矶水位站附近徘徊，看着水位一点
一点涨上来。

退休已近两年，林天才在洞庭湖畔工作了整
整42个年头。对他来说，眼前浪花滚滚的城陵矶，
就像自己爱闹腾的孩子。

林天才清楚地记得，1998年汛期， 城陵矶连
续一个多月超警戒水位。 他带着一帮水文工作
者，吃住在水文站，高强度的测报工作让林天才
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更严重了，常常疼得直不起身
子，只能靠吃止疼片坚持。

“那个时候水流监测， 哪有现在这么高科
技。” 林天才介绍， 汛期需要24小时循环观测水
位，一个站点就需要六个人才能勉强完成。

“最难的是夜间监测。”流速仪随着木船到了
湖水中，为了寻找测量角度，岸上的经纬仪和辐
射杆需要挂上照明的马灯或打火把。 而现在，
GPS就能轻松搞定，“现在水位也实现了自动测
报，工作人员不用日夜守在水尺边。”

林天才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长江水文人，
虽然从小随父亲东奔西走在洞庭湖畔，但林天才
至今仍未学会游泳。

多少次下水监测， 林天才掉进了滚滚湖水
中。怕不怕？不怕。坚持了40多年，靠的是什么？是
对水文事业的热爱，“看着两岸万家灯火，再多辛
苦也值了！”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张浩
视频 顾荣 剪辑 何佳洁

城陵矶突破
33米警戒水位
湖区进入防汛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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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两岸万家灯火，再多辛苦也值了”
洞庭湖今年第1号洪水形成，城陵矶是水情“晴雨表”，而水文人是防汛抗洪的“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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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强降雨来临，为了防
止水库河道出现排水堵塞， 我们
必须及时清理。”6月29日，长沙市
宁乡道林镇善山岭村党支部副书
记王青山一边清理水库淤泥，一
边合计接下来如何调整堤防。

王青山既是村党支部副书记
又是长沙市3万多名网格管理者当中的一员。暴雨中，
这些基层工作人员为了备战强降雨侵袭， 投身防汛救
灾第一线，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跟随他们
的脚步，用镜头记录普通村干部的一天。

上户排查，碎碎念的他被村民调侃“话痨”

6月29日，清晨6时，打工人的周末。在村里任职11
个年头的王青山却和往常一样准点起床，洗漱，给自己
煮了碗面条当早餐。一边吃面条，一边刷村工作微信群。

“昨天雨势比较小，村里一切平安，村民们没有因
降雨造成损失，也没有其他险情。”王青山说，群众可以
通过微信群联系村干部，也可以随时打电话，村干部手
机保持24小时开机。

吃完早餐看完群消息， 王青山到屋外查头一天晚
上特意留在屋外的水桶，水桶水位线没有过半，说明昨
晚的雨不大，他开车准备出门。善山村有26平方公里，
村东到村西就有10余公里，如果不靠交通工具，很难
一天全部排查到位。

上午7时30分， 王青山来到雷公水库查看水位情
况。道林镇善山岭村共有小二型水库4座，漫水桥6座。
巡查结束， 王青山赶在8点半前到村委会参加村支两
委会议，讨论一天的工作重点。除了巡堤、查看水库等
情况， 防止次生灾害发生也是王青山和同事们工作重
点，进行隐患排查，及时劝离、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会
议结束，大家开始各自挨家挨户上门排查。

上午10时19分， 王青山来到村民李先凤家中，劝
其注意屋后的斜坡，生怕大姐听不进去劝，他在那做了
十几分钟的思想工作，一阵碎碎念让大姐忍不住调侃，
“书记怎么是个话痨。”“生命至上，您千万莫不放心上，
我们还得继续挨家挨户再提醒。”王青山憨憨地回应。

上午11时44分，王青山回到村委会，此时，他的白
色上衣已经湿透， 他换了套备用衣服和同事们一起吃
盒饭。

预防当先，随时清理水草的“跳水书记”

下午14时， 王青山开始查看疑似地质灾害的地
方，去那需要穿过一片齐腰深的杂草。穿行不到10米，

中午新换上的衣服再一次湿透。随后，他又连续排查
了村里其他几处存在地质灾害风险点。

16时，刚从切坡建房户周忠云家出来的王青山驱
车来到石屋冲水库，仅在岸上停留了不到2分钟，他麻
溜地跳了下去。这已经是他当天第四次下水了，村民
们笑着送了他一个外号“跳水书记”。

王青山之所以选择“跳水”，只因6月24日的经历。
“那天暴雨下得很猛，河坝的溢洪道全部被水草堵了，
洪水漫堤约20厘米，桥面随时可能垮，水稻被淹没，上
游的群众家还有可能会进水。”王青山回忆，接到群众
的反映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很快同事余乐和文彦龙
赶到，三人与种粮大户、附近群众一起现场清理水草
疏通河坝泄洪口。王青山说，也正是因为大伙儿的努
力，截至目前没垮一口塘坝堤。

17时45分，王青山回到村委会，整理和汇总当天
巡查情况准备上报。“将今天巡堤、上户等情况全部汇
总，上报给道林镇自然资源办公室。”王青山说，记好
巡查走访记录，没有异常，就是这一天最大的成功。

这就是王青山的一天， 也是众多一线的干部群众
防汛人的一天。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坦然面对
天灾的不服输。而这，也是我们战胜洪灾的最强力量。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王智芳通讯员刘丽 吴晓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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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6月30日讯 连日
来， 暴雨席卷长沙县。6月29日凌
晨， 该县大部分地方已是一片漆
黑。但在长沙县星城无人机航空应
急救援队队长刘舜涛的无人机显
示屏上，整个长沙县一览无余。

据了解， 自6月24日10时30
分，长沙县全县范围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在
长沙县应急管理局的统一指挥下， 我省首支无人机航
空应急救援队———长沙县星城无人机航空应急救援队
闻“汛”而动。

“我们派驻两个机组4人，2套侦查无人机驻黄兴
镇浏阳河河堤旁，24小时不间断开展河堤隐患巡查，
查看排涝情况， 将画面通过视频会商的方式实时传回

县应急指挥中心，让指挥中心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最准
确的信息。” 刘舜涛说道，“多旋翼无人机搭载三光镜
头，白天用可见光镜头、晚上用夜视镜头，所以我们能
无视时间与空间，24小时不间断地将清晰的画面传到
指挥中心。”

通过航拍实时直播回传，无人机航空应急救援队
为相关部门提供了及时且清晰的汛区画面。从高空俯
瞰的无人机视角，每一处水情、每一个隐患都无所遁
形。实时回传的影像，如同开启了洞察全局的“天眼”，
为防汛工作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广阔的可能性，成为
了连接汛区与指挥中心的重要纽带。让指挥部门能够
第一时间掌握最准确的信息， 从而制定出最科学、最
有效的防汛策略。

■文/视频 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翊玮

一天四次疏通泄洪口，他成了“跳水书记”

工作中的王青山。 王智芳 摄

24小时巡查 ，无人机航空应急救援队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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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6月30日讯 6月
27日20时，长沙开福区欣彤路的河
堤上，河堤巡查员张磊和何晶广在
小雨中边走边聊，手电筒的光不时
扫向仅一步之遥的水面，深色马甲
上“开福应急”四个字在夜色下清
晰可见。当晚，在芙蓉北路街道这

段约6公里的河堤上，有100余名巡查人员和他们一样，守
护着河堤安全。

入夜，下了一整天的雨终于小了。张磊和何晶广走进
值守点的帐篷， 脸上黑眼圈尤其明显。“他是今天凌晨3时
才睡，休息了两三个小时，早上又开始值班，一直到现在。”
何晶广笑着说，笑里同样带着一丝疲惫。

当天凌晨，洪峰经过湘江长沙段，浏阳河水位也随之
上涨， 这让已经工作了近一个月的巡堤人员倍感压力。张
磊介绍说， 这段6公里的河堤每隔500米就设有一个值守
点，共12个点，每个点三五个人，三班倒轮值；另外还有像
他和何晶广这样的机动组，边走边查，随时处置各种突发
事件。

“入汛以后，5月底我们就开始这样巡查了， 前期主要
是处理河道的漂浮物、垃圾，保护生态环境和航道安全。现
在洪峰来了，就24小时不间断地巡查，守护河堤，确保安全
度汛。”张磊说，他们的工作内容主要有四点：巡守劝报。第
一是巡查，随时发现隐患，第二是守点，解答群众疑问，第
三是劝说，围观的、钓鱼的、游泳的，都要耐心劝离，最后一
点是上报，有问题随时向区里汇报反馈。这一套细致有效
的巡查机制，也确保了这个处在“浪尖”的街道在应对汛
期、应对洪峰有了坚定的信心。

“身后就是我们的家园，自己的亲人百姓，我们当然要
坚持下去。等到汛期结束，一定会雨过天晴。”张磊说着，和
同伴又继续走上河堤。夜深了，奔腾了一天的浏阳河水流
渐渐放缓，只听到河水哗哗作响，路边值守的帐篷里灯光
明亮，一道道巡堤的手电光照着前方的路，让人看了格外
安心。 ■全媒体记者 郭文雯 视频 王珏 何佳洁

深夜河堤上的手电光
河堤巡查，他们昼夜轮班守护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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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9时，洞庭湖城陵矶站水位达到警戒水位33.0米，“洞庭湖2024年第1号洪水”已形成。随着水位的上涨，洞庭湖水面也在逐渐扩大。水面从6月17日的1100平方
公里，已扩大至当前的约2570平方公里。 顾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