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夏以来，我国暴雨洪水集
中频繁发生，过程多、水量大，一
些中小河流洪水多发重发，导致
多地受灾。截至 7 月 10 日 14
时，今年以来洪涝灾害造成浙
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
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 27
省（区、市）3385万人次受灾，141
人死亡失踪，195.8 万人次紧急
转移安置，81.5万人次需紧急生
活救助；2.3 万间房屋倒塌，26.9
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
面积 2983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
失 695.9亿元。

做好灾情防控工作，需要
对今年的暴雨洪水有充分的认
识，总体来看今年的暴雨洪水
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强
降水过程多，局部强度大，持续
时间长。据统计，截至 6 月 30
日全国累积平均降水量 292 毫
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7%，出现
23 次强降水过程。二是中小河
流洪水量级大。据 7 月 3 日采
访消息，共有 277 条河流发生超
警以上洪水，其中 38 条河流发
生超保证水位洪水，11 条河流
发生超历史水位洪水，长江一
级支流綦江发生 1951 年有资料
以来历史最大洪水。三是山洪
地质灾害频发，险情类型多。
我国地质条件复杂。山洪及其
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
害，是目前造成我国洪涝灾害
人员伤亡的主要灾种。2000 年
以来，全国年均山洪灾害死亡
人数接近 900 人，占洪涝总死亡
人数近 70%，近年来开展山洪
灾害防御，灾害损失大幅减少。
今年我国已有多地发生较为严
重的洪涝地质灾害，6 月 17 日，
四川省甘孜州梅龙沟因强降雨
导致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道
路中断、山体滑坡，形成堰塞
湖，共累计疏散转移 2 万余人。
6 月 29 日，云南昭通由于强降
雨导致多个乡镇出现山洪、泥
石流、山体滑坡塌方等洪涝地
质灾害。

受季风气候和地理条件影
响，我国洪涝灾害比较频繁，兴

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民
的基本国策之一。历史上涌现
了大禹、李冰、王景、郭守敬、潘
季驯等众多治水名家，岷江都
江堰、浙东海塘、赣州福寿沟等
古代水利工程精品至今仍发挥
着重要作用。古代先民积累了
大量治水智慧和经验，其中至
关重要的一条是在尊重自然、
因势利导的前提下主动作为、
系统防治。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高度
重视水利建设。经过不懈努力，
我国水利面貌有了根本性改变。
1998年发生全国性大洪水以后，
国家更加重视防洪治涝，水利部
提出由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
变的思路，通过实施了新一轮防
洪规划，我国各大江河流域提高
了防洪治涝标准，形成了由大中
水库、蓄滞洪区、分洪河道、堤
防、闸门、泵站等构成的蓄滞疏
排相结合的防洪治涝工程体系。
截至 2018 年年底，全国现有各
类水库近 10 万座，总库容超过
9000亿立方米。同时，城市和重
点防洪保护区防洪能力已有较
大幅度提升，不少大中城市防洪
标准达到了 100 年一遇甚至更
高。另一方面，防洪非工程措施
体系也不断健全。建立了由行
政首长负责，国家、流域、省、市、
县五级组织的防汛指挥体系；颁
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
等法律法规；江河流域防御洪水
方案和洪水调度方案、特大洪涝
灾害应急预案等不断完善；建立
了国家防汛监测预警预报系统，
水文站网和水利网信系统显著
完善；组建了专业化抢险队伍，
各级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储备能
力显著提高。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总体
上我国洪涝防治取得了巨大成
效，支撑了经济社会稳定快速发
展，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我国洪涝灾害造成的
人员死亡人口数和洪涝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率都呈现明显下
降趋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

更是对防汛救灾工作多次作出
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切实把确保人民
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
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
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
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
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
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
灾 害 损 失 向 减 轻 灾 害 风 险 转
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
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这“两
个坚持”“三个转变”充分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着眼中国特色强化防
灾减灾救灾工作，是新时期我
国防灾减灾救灾理论和实践的
升华，也是做好新时代洪涝灾
害防御工作的行动指南。

为系统提升对洪涝灾害的
主动适应和综合应对能力，各地
一是要按照“两个坚持”“三个转
变”的要求，构建“全过程、多层
次、立体性”的洪涝灾害综合应
对体系，常态化开展防汛薄弱环
节及潜在风险隐患排查。二是
要充分发挥 5G、物联网、高分遥
感、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优势，
完善洪涝立体监测感知体系。
三是要持续发展暴雨洪涝预测
预报技术，不断提高洪涝精细化
预警预报能力，尤其是提升突发
性、极端性暴雨洪涝的预报能
力。四是要完善多层次、多部
门、多灾种协同应对机制，不断
优化抗洪抢险预案和超标洪涝
灾害应急方案，强化防洪抢险实
战训练演练。五是要推动洪涝
防御的社会化管理，发展防洪保
险，增强人民群众防灾、避险和
自救意识，主动降低洪涝灾害的
脆弱性。

尽管我国防洪救灾体系建
设在工程调控、应急管理能力方
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然存
在超标洪水应对能力不足、中小
水库安全度汛问题突出、山洪灾
害防御难度大、城市防洪排涝能
力弱、新旧工程体系的协同防御

能力发挥不够等明显薄弱环节。
尤其是今年，我国防灾减灾工作
面临众多挑战。

一是疫情常态化下防汛减
灾工作面临压力。突如其来的
疫情，对今年防汛减灾工作带来
了很大的干扰。部分地区的防
汛工作汛前检查、防汛人员培
训、防汛抢险物资准备等与往年
有很大差距，存在突出短板，甚
至存在隐患。

二是北方地区预测降水偏
多，我国北方属干旱半干旱地
区，特别是华北地区，这是我国
洪水预报难度最大的地方，而且
北方地区多年未来大水，干部群
众普遍缺乏防汛抗洪经验，很多
堤防工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
受到洪水检验，很多水库的防洪
库容也长期未得到应用，工程性
能发生了自然老化，暴雨洪水管
理风险大。要抓紧部署做好黄
淮海和松辽等地区防洪工作，健
全会商联防机制，备齐防汛物
资，强化水库、堤防等巡查防守，
科学调度骨干防洪工程，做好蓄
滞洪区运用准备，完善人员撤避
预案，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

三是中小河流防洪能力薄
弱，山洪灾害防御难度大，是我
国洪涝灾害的主要原因。中小
河流位置相对偏僻且分散，防洪
标准低、监测站点少、工程措施
弱、堤防质量差。要加强监测预
报预警和河流巡查，及时发现险
情，及时抢护，因此要加强中小
河流防洪工作。

四是中小水库安全度汛问
题突出。我国中小水库数量众
多，而且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建的，标准低、病险多、性能下
降，监管不力，存在很多隐患，要
加强中小水库除险，加强水库功
能改变和安全运行方式研究。

五是超标准洪水应对能力
不足。超标准洪水处置仍没有
很好的解决办法，要研究防御
超标准洪水的工程体系和应急
方案，减少对人民生命和财产
的损失。

六是城市防洪排涝问题显

著。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暴
雨呈现趋多增强的趋势，城市洪
涝问题越来越突出。今年 5 月
24 日广州东莞发生超百年的特
大暴雨，广州、东莞多区域出现
严重洪涝。要加强城市防涝，加
强城市暴雨洪水监测预警，加强
排水除涝基础设施的建设，继续
推进海绵城市的建设，增强城市
防灾减灾抗灾的能力。

为迎接汛期重大考验，全力
做好洪涝地质灾害防御和应急
抢险救援等工作，需重点从以下
几方面推进灾害防御工作：加强
洪涝地质灾害隐患普查和风险
评估，进一步完善全国各地区山
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动态更新
数据库，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高风
险区群众的及时搬迁、安置工
作；全面提升洪涝地质灾害的监
测和预警预报能力，引入高分遥
感、在线监测、5G通讯等在内的
先进技术，通过多学科技术手段
提升洪涝地质灾害的实时监测
能力和定量预报能力；强化恶劣
条件下洪涝地质灾害的快速救
援、应急抢险装备的研发；完善
人群应急避险设施，加强生命线
防护能力，保洪涝地质条件下的
交通、通讯、供电等基础设施的
正常运行；健全洪涝地质灾害风
险的社会化管理体系，强化群防
群治，加强宣传教育，完善应急
预案。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
领导下，各地各有关部门一定会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
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
作，防御今年洪涝灾害工作一定
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来源：7月 13日《光明理
论》作者：张建云 系中国工程
院院士，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
究院院长 长江保护与绿色发
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河海大学教
授唐洪武，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
研究院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心
主任、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教授
级高工王银堂两位专家对本文
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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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救灾：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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