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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防秋汛处于关键阶段

　　与黄河打了35年交道的袁东良
没有想到，今年秋汛如此“凶猛”：从9
月27日到10月5日，9天之内黄河发生
了3次编号洪水，导致骨干水库水位
不断被推高，下游河段面临长时间、
高水位、大流量行洪考验。
　　袁东良是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
会水文局副局长。他说，这次秋汛洪
水场次之多、过程之长、量级之大罕
见。潼关水文站发生了1979年以来
最大洪水，花园口水文站发生了1996
年以来最大洪水。黄河支流渭河、伊
洛河、沁河、汾河都发生了有实测资
料以来同期最大洪水。
　　“3次编号洪水发生之后，小浪底
水库出现了建库以来最高水位273.5
米。”黄委防御局副局长张希玉说，黄
河中下游干支流河道大流量行洪时
间长，目前大流量洪水还在持续。黄
河干流下游孙口以下河段及支流汾
河河津段的秋汛洪水仍然超警。
　　受大流量洪水连续冲击，黄河下
游一些堤防和河势控导工程出险概
率将会增加。与此同时，小浪底等骨
干水库高水位运行，工程安全同样面
临考验。
　　“目前，防秋汛仍处于关键阶段，
防御形势依然严峻。”国家防总副总
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说。

  测与报：做好水文“侦察
兵”，提供汛情“晴雨表”

　　作为黄河上的水文“侦察兵”，水
文站工作人员每天进行的水文测报，
对防御秋汛洪水至关重要。
　　“从9月27日开始，潼关水文站
全体工作人员昼夜轮转，加密测报
频次，每1小时向各级防汛部门滚动
发送最新水情数据。10月5日23时
出现5090立方米每秒的黄河2021年
第3号洪水。”黄委潼关水文站站长
张同强说。

　　潼关水文站及黄河水情部门及
时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和实测数据，
为黄河防汛决策部署和水库调度提
供重要参考和支撑，是这次秋汛洪水
防御体现水文作用的一个缩影。
　　要跑在暴雨洪水前面，必须强化

“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摸清
洪水演进规律，及时复盘洪水过程，
使预测预报更为精准。
　　目前，黄河下游河段大流量洪水
仍在持续。水文站及支援测洪人员
仍需加密测报频次，精准做好洪水过
程控制，助力下游水库科学联合调
度，为防汛科学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
水文数据支撑。

  调与泄：算好“洪水账”，
精确调度泄洪量

　　防御秋汛洪水，水库削峰滞洪作
用突出。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库，右

岸支流伊洛河的陆浑水库、故县水
库，左岸支流沁河的河口村水库，是
黄河下游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一环。
　　记者10月10日在黄河中下游关
键性控制工程——— 小浪底水库看到，
水库正通过三条排沙洞和一条明流
洞泄洪，往年这时则一般不存在泄洪
情况。10月9日20时，小浪底水库达
到建库以来最高水位273.5米。
　　既要最大限度地泄洪，又要考虑
下游洪水不漫滩，水库实施精准调
度，对保证下游防洪安全至关重要。
　　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
心水量调度处值班员安静泊告诉记
者，为保证防洪目标实现，这次调度
实施历史上“精度最高的实时调度”，
即按照下游花园口水文站流量4800
立方米每秒控制，以50立方米每秒、
调度精度高于百分之一的量级对小
浪底水库实施精准调度。
　　“黄河下游河道艾山水文站上下

的卡口河段，目前的平滩流量约在
4700立方米每秒，这要求高水位运行
的小浪底水库既大力泄洪，同时下
泄流量又不能太大。”张希玉说，本
次洪水调度在确保小浪底水库安全
的前提下，保证下游洪水不漫滩，保
护滩区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目前，小浪底水库水位有所回
落，压力有所减轻。但是，下游孙口
以下河段洪水仍然超警，大流量过
程仍在持续，科学调度骨干水库，做
好干支流水库联合调度，算好“洪水
账”，依然是此次秋汛防御安全收尾
的关键。

  巡与守：巡查薄弱环
节，守住安全底线

　　夜晚的黄河马渡险工段，黄委
惠金河务局技术人员许光楠和3名
协防队员身穿橘红色救生服，手持
电筒巡查值守。
　　许光楠说，2013年上班以来没见
过今年这样的秋汛。他现在6小时
轮一次班，每1小时巡查一次责任河
段，他和同事日夜进行拉网式巡查。

他从9月26日开始就没有回家，吃住
在大堤上的临时帐篷里，巡坝查险，
发现隐患和险情及时上报和抢险。
　　许光楠是众多日夜巡查在黄河
大堤上的防汛人员之一。张希玉表
示，黄委正持续加强黄河下游防守，
夯实逐河段、逐坝责任制，在坝头设
置值守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
对大堤临水段等防守重点重兵防守。
　　据黄委统计，目前，有3.2万人奋
战在防洪一线。随着天气转凉、气温
降低，防汛抗洪人员长期奋战在一
线，容易疲劳厌战。同时，受大流量
河水连续冲击，堤防及河势控导工程
出险概率增加；长时间高水位运行，
水工程安全面临挑战。
　　对此，李国英强调，各相关人员
要克服疲劳厌战思想和麻痹侥幸心
理，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不松懈、不
轻视、不大意，坚决打赢防秋汛这场
硬仗。 （新华社郑州10月13日电）

  新华社天津10月13日电 “重阳
节有何习俗？”“重阳节何时成为正式
节日？”“重阳节最早和最晚都在一年
中的哪一天？”“为什么把老年节定在
重阳节？”……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10月14日是重阳佳节，当你登高、赏菊
时，可曾想过这些问题？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
澍伟介绍说，重阳节是我国历史悠久
的传统节日，又称“重九节”“登高节”

“菊花节”“茱萸节”等。据研究，重阳
登高源于山岳崇拜，宴饮源于庆贺丰
收，所以自古以来，社会广泛形成登高
远眺、秋游观景、吟咏骋怀、佩插茱萸、
亲 朋 赏 菊 、饮 菊 花 酒 、吃 重 阳 糕 等

习俗。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为阳数
(奇数)之“极”，九月初九，两“九”相重，
月、日均属最大阳数，所以叫“重阳”或

“重九”；又因“九”“久”谐音，古人认为
这一天“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从东汉末年开始，重阳举行酒宴
渐成风气；魏晋时期，更有了赏菊、饮
菊花酒的时尚，诗人陶渊明的《九日闲
居》前言可为佐证：“余闲居，爱重九之
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
华，寄怀于言”。“醪”指酒，“九华”即九
月的菊花。唐宋两代，重阳已成为正
式的民间节日，由于菊花是长寿的象
征，无论男女还形成了“簪菊”之风。

明代时，皇宫上下要吃由“蓬饵”演变
成的“花糕”，皇帝到万岁山(今称景山)
或西苑的兔儿山、旋磨台登高。清代
时，皇帝多登御花园堆秀山，若在圆明
园则登香山。在民间，人们艳羡菊花
的多姿多彩和“此花开尽更无花”的傲
霜独立，艺菊成风，沿袭至今。
　　重阳节源于农历九月初九，在公
历中的日期并不固定。“对应公历，最
早是10月1日(2033年)，最晚是11月1日
(1995年)，但绝大部分都在公历10月
份。”罗澍伟说。
　　自古以来，九月初九就被赋予了

“长寿”的含义，因此重阳节也就慢慢
有了老人节的含义。这一天，老年人

要通过登高，饮菊酒等方式来祈祷
长寿。
　　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重阳节定为

“老人节”“敬老节”。为保障老年人合
法权益，健康发展老龄事业，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2013年7月1日实施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每年重阳
节为我国“老年节”。
　　罗澍伟说，今年是我国法定第九
个“老年节”，全国多地都将开展尊
老、敬老、爱老、助老和重阳主题活
动。随着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树立和
各项爱老助老政策、措施的落实，老
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会
进一步增强。

洪水依然汹涌，黄河罕见秋汛如何防？
  9天内发生3次编号洪水，小浪底水库水位屡创新高，下游部分河段洪水

频频超警，今年的黄河秋汛非同一般。目前，黄河大流量过程仍在持续，防

御形势依然严峻，罕见秋汛洪水的最后一程将如何防？

　　10月12日，小浪底水库正在泄洪（无人机照片）。

重阳节的“那些事儿”，你了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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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天内发生3次编号洪水，小浪底水库水位屡创新高，下游部分河段洪水频频超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