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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期，长江、淮河等
流域，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湖泊处
于超警戒水位，重庆、江西、安徽、湖
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发生严重洪

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
汛形势十分严峻。

习近平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的
关键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压实责
任、勇于担当，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
线、靠前指挥，组织广大干部群众，采
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切实做好监测

预警、堤库排查、应急处置、受灾群众
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抢险救援，尽最
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
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部等部门要
加强统筹协调，科学调配救援力量和救
灾物资。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积极
参与抢险救灾工作。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在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同时，精心
谋划灾后重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要认真做好受灾困难群众帮扶救
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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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大淡水湖水位突破1998年历史极值
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汛Ⅱ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

提升应急响应等级

7月12日零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的水位井内，湖水
漫过一道红色标记——— “1998年洪水位22 .52M”，这标志着我国
最大淡水湖水位突破有水文纪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12日14时，长江干流莲花塘站水位达到34 . 34米并趋于平
稳，长江中下游洪水洪峰正在通过城陵矶江段。据长江水利委员
会预测，未来2到3天，洪峰将相继通过中下游干流各个江段，汉
口、九江、大通等主要控制站的洪峰水位均将位居历史前列。

突破历史极值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
叠加影响，江西境内河流水位
暴涨。截至7月11日，全省河
道超警戒站数达32个，河水汇
聚导致鄱阳湖水位迅速上涨。
同时，长江干流也对鄱阳湖形
成顶托倒灌，导致水位持续抬
升。

据介绍，鄱阳湖星子站水
位5日1时超警戒后，一周左右
时间便突破历史极值，目前水
位仍在上涨。

鄱阳湖流域正面临1998年
以来最为严峻的防汛形势。据
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最新统
计，截至11日17时，暴雨、洪
水、内涝等灾害已导致鄱阳湖
流域521万余人受灾，43万余
人被紧急转移安置，455千公
顷农作物受灾。

鉴于当前防汛形势，7月

10日，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升级发布鄱阳湖湖口附近江
段、鄱阳湖湖区洪水红色预
警。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
定于7月11日10时将防汛Ⅱ级
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各地各
部门全力展开抢险救灾。

据各地上报数据，截至7
月10日，江西已投入抗洪抢险
人力10万余人次，其中包括各
级党政干部、群众，以及来自
江西省军区、武警、消防的指
战员。

“与1998年相比，湖区无
论是堤防还是抗洪抢险设施设
备都有大幅提升。我们将把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全力迎战超历史极值特大洪
水。”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秘书长徐卫明表示。

相继出现洪峰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1日
8时至12日8时，长江流域内有
13站超历史最高水位（其中12
站位于鄱阳湖湖区及尾闾）、
11站超保证水位、88站超警戒
水位，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
干流、鄂东北水系、洞庭湖、
鄱阳湖湖区及水系、雅砻江上
游、大渡河上游、下游支流水
阳江、巢湖等。

目前，莲花塘水位平稳波
动，汉口以下江段水位继续上
涨。根据长江委水文局实时水
情监视及预报分析，预计莲花
塘站洪峰水位最高达到34 . 35
米左右，排历史最高水位第5
位；汉口站14日洪峰水位29米

左右，排历史最高水位第 3
位；九江站13日洪峰水位23米
左右，排历史最高水位第 2
位；大通站14日洪峰水位16 . 3
米左右，排历史最高水位第3
位。

长江委水文局维持鄱阳湖
湖口附近江段、鄱阳湖湖区洪
水红色预警，提请相关单位和
公众务必注意防范。

气象预报显示，12日、13
日，长江流域的降雨略有减
弱；14日至16日，受冷空气影
响，降雨将再度加强，乌江、
三峡区间、洞庭湖水系西北
部、汉江中游、长江中下游干
流附近有大到暴雨。

针对当前的汛情形势，水利部于12日11时
将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

水利部有关负责人说，应急响应级别提升
后，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密水情监测和滚动预报
频次，每天不定期进行会商研判，加大对长
江、太湖流域的防汛指导力度。

应急响应期间，各级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
象等部门的联合会商，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
及时发布洪水预警；做好水库等水工程的科学

调度，减轻防洪压力；加强水库大坝、河流堤
防等工程巡查和防守，制定工程抢险预案。险
情发生后，为抢险提供水利技术支撑，全力做
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

记者1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当日，国家
防总决定将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国
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由部级领导带队的工
作组和专家组赶赴江西等地指导防汛救灾工
作。

■延伸阅读

家乡唤“游子”近千江洲儿郎回乡抗洪

“江洲儿郎，汛情紧急，家乡盼你回家支
援。” 7 月 10 日，江西九江江洲镇发出一封
信，呼吁江洲在外 18 至 60 周岁之间的父老乡
亲回乡共抗洪灾，引发网络关注。

11 日，记者从江洲镇防汛抗旱指挥部获
悉，江洲在家常住人口仅有 7000 余人，且多
为留守老人和妇女，实际全部可用劳动力不足
1000 人。面对 34 . 56 公里长的堤坝，当地的防
汛人手严重短缺，人员调配十分紧张。在长江
（九江站）水位到 19 米时，江洲镇党委、政
府迅速召开了防汛动员大会，制定了度汛方
案，构建了镇防汛指挥部、防汛指挥所、防汛
大队、防汛哨所四级防汛体系，调用了全镇的
人力、物力、财力用于防汛，镇村全体党员干
部 24 小时吃住在堤坝上。

“致江洲在外乡亲的一封信”发出后，在

江洲镇乡亲父老的朋友圈中被广泛传播。 7 月
11 日，已有近千名在外游子回到江洲镇，加入
抗洪。“他们很多人都是住在九江，所以在看
到这封信以后就立刻回来了。”江洲镇防汛抗
旱指挥部一工作人员称。

杨世友今年 42 岁，在福建省泉州市工作
生活已有 25 年。 7 月 11 日，杨世友告诉记
者，在看到当地政府发出的“致江洲在外乡亲
的一封信”后，他于 7 月 10 日下午 5 点多出
发，连夜开了 8 小时车，到达九江后又乘坐轮
渡，于 11 日凌晨 2 点左右到达家乡。 7 月 11
日早上 8 点，杨世友起床加入抗洪工作。他把
自己提前准备好的物资送给前埂村的防汛指挥
部，包括 120 个水杯、50 个雨靴、100 件雨衣、
100 顶草帽和 100 箱矿泉水、100 箱方便面。

综合新华社、《北京青年报》

1

2

3

这是 7 月 12 日拍摄的位于鄱阳湖边的江西庐山市南康堤，鄱阳湖水位已超过 1998 年历史极
值（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