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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防汛抗洪减灾攻坚战 

今年 6 月 18 日入梅以来，湖北省遭受六场暴雨洪水袭击，暴雨猛、水势急、危害大，多项指标显示出 98 ＋的特征。面

对特大暴雨洪水，荆楚儿女奋起抗击、顽强作战，夺取了防汛抗洪减灾的重要阶段性胜利。 

遭遇罕见洪水，全力杭灾收奇效 

入梅以来，我省暴雨洪水历史罕见，主要表现为“三超三大”。 

“三超”主要是暴雨强度超历史、内河洪水超历史、湖泊水位超历史。沙洋马良站 3 小时、 12 小时最大降雨量 285 毫

米、 589 毫米均创我省历史新纪录；汉北河长滩站最大 24 小时、最大 3 天降雨量 499 . 5 毫米、 619 . 5 毫米初步分析

重现期均为 500 年一遇；倒水、举水、汉北河、溃水、府河、府遗河、大富水等 7 条河流水位同一个月内打破了多站、多年

积累的历史记录；洪湖、梁子湖、斧头湖、长湖、刁汉湖等五大湖泊同时长时间超警戒，梁子湖、长湖水位屡创新高、超历史

记录。 

“三大”主要是暴雨范围大、降雨总量大、汛情危害大。全省梅雨期大暴雨覆盖的范围比 1 998 年大一倍；梅雨期全省平

均雨量比常年偏多 1 . 1 倍； l 月 1 日至 7 月 20 日，暴雨洪水造成 98 个县（市、区）次受灾，受灾人口 2036 万人、

农田 2 112 千公顷，倒塌房屋 4 . 07 万间，临时转移安置 138.8万人，直接经济损失 546 . 4 亿元，其中水利水毁损失 76 . 

6 亿元。同时，长江中游出现有记录以来第五位大洪水，且水位长时间处于超警蒯犬态。 

大灾面前，大江大河干堤安然无恙， 6200 多座大小水库无一溃坝，五大湖泊水涨堤高，灾区灾民有序安置，全省社会安

定和谐，改革发展大局稳定。这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得益于国家防总、长江防总的科学指导，得益于省委省政

府的正确指挥，得益于全省军民警民的奋力拼搏，得益于多年来持续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抗灾能力的显著提升。 

坚定必胜信心，科学应对有奇招 

牢牢扭住防汛责任制这个“牛鼻子” 

我省建立并完善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防汛抗灾责任制，各级党政主要领导担任同级防指政委、指挥长。李鸿忠书

记主动请缨，亲自担任长江防总总指挥和湖北防汛指挥部指挥长，开创了书记担任指挥长的先例。首次由省长与各地市长州长

签订责任状，督促各级领导上岗指挥、履职尽责，并接受全社会监督。省委常委带队检查防汛并把检查区域作为汛期防守责任

区域、实行责任连锁。省级领导以身示范、以上率下，各市县乡镇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深入一线、靠前指挥，把省委省政府

和省防指的决策部署落实在基层、落实在一线。 

坚持“以防为主、防抗结合” 

防汛抗洪，基础在防。针对我省中小河流、湖泊堤防和小型水库无专门管理机构、未系统治理和整险加固的实际，把堤坝

除草除杂作为防洪保安的一项重要措施强力推行。尽管特大洪水导致中小河流、湖泊堤防、小型水库险象环生，但没有一处险

情恶化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出，大雨发生前在坝背水坡铺彩条布的方法省时省力投资小，防冲刷漫溃效果十分明

显。在 3000 座水库超汛限、 13 座小型水库漫坝、最大漫深达 0 . 5 米情况下，由于加铺了彩条布等应急措施，洪水没有对

大坝造成较大破坏，无一溃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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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立足于当前，又着眼于长远 

防汛抗洪事关当前又关乎长远，必须坚持应急与谋远相结合的原则。依据 《 防洪法 》 和调度规程，启用牛山湖分洪调

蓄并实施牛山湖永久性退烷（湖）还湖，还湖于民、还湖于史、还湖于未来，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梅雨

期，我省被动和主动运用的江河湖民烷已超过 250 个、增加调洪面积 170 万亩以上，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五大发展理念和绿色

决定生死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的发展之路，支撑保障我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精准预报、科学调度 

我们始终保持与气象水文部门的密切联系和信息沟通，关注洪水动态和防洪工程信息。在第四、第六场暴雨高峰期，省防

指在常务副指挥长任振鹤副省长主持下，连续多日全天候、 24 小时不间断会商研判、调度指挥，高峰时连续三天急发调度令 21 

个，及时调度水利工程减灾抗灾。 

水文部门发挥技术优势，在预测洪水、算清水账方面作用突出。东山头闸调度中，计算出增加 100 立方米每秒流量，上游

将增加 860 多万方泄量，幸福烷仅增加 8 立方米每秒进烷流量。两害相权取其轻，省防指做出加大泄流的调度决策，有效加

快了汉北河超历史大洪水的消退速度。在梁子湖调度、长湖调度、清江水库群调度、汉北河防洪调度中，精准计算的作用也得

以凸显。 

今年全省湖泊水位提前超高、长期超高，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对湖泊进行了抢排，全省泵站梅雨期之前累计抢排湖水入江 60 

亿立方米。入梅后，全省涉湖泵站已累计排水入江 150 亿立方米，预计全年排水总量将创历史新高。 

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 

生命无价，防汛抗洪第一位的任务是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入梅以来，全省 74 个县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中， 65 个县市区平台共产生山洪预警 7139 次，发布外部预警 433 次； 

13 个市级、 74 个县级平台共发送山洪预警及防汛警示短信 3 7 . 4 万条，涉及防汛责任人 11 万人次。 

部分河湖采取分洪分流的重大措施前，优先保护、安置好受影响的群众，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98 大水后实施长江平烷

行洪的 42 个民烷、梁子湖水系牛山湖、汉北河龙骨湖、府撮河幸福坑、东风烷等蓄滞洪区按调度方案顺利实施，实现了零伤

亡和低损失的目标。 

今年一些城镇居民被超强暴雨导致的渍水围困，多处江河坪烷被超标准洪水漫溢溃口，受灾地区防指和当地驻军、武警官

兵紧急出动，运用冲锋舟、橡皮艇以及肩背、手抱、搀扶等方式，救援围困人员，实现救援成功率百分之百的目标。 

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 

防汛纪律是党纪、政纪，防汛指令，是军令、政令，必须严格、坚决执行。为严肃防汛纪律，我们对值班值守中擅离职守

的情况进行了及时通报，对个别地方违令擅自开闸排水的情况进行了通报批评，省纪委对五起违反防汛纪律的现象进行了公开

通报。连续派出 137 个、约 545 人次的督查组，深入一线明查暗访，对存在的问题当面指出、当场整改，一时不能整改到位

的，反复跟踪督办。国家防总、长江防总先后派出 10 多个工作组到我省防汛抢险一线指导抗洪抢险，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重要

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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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联防、警民联防 

据不完全统计，部队和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兵力 23 万人次，出动舟艇、车辆、大型工程机械 6000 台次，转移受灾群众 12 

万人，加固堤坝 173 千米，抢护险情 147 处，爆破堤坝 1000 余米，疏通河道 6166 米，抢通道路 496 公里，挖运土石 22 . 

6 万方。我省 9 支地方应急抢险队伍 100 多人，与部队官兵联合作战，在 10 多个受渍涝县市，以 100 多立方米每秒的排涝

能力，应急排出重点地域渍水 2500 多万立方米，受到百姓赞誉。 

强化舆论引导和宣传工作 

副省长任振鹤亲自参加新闻发布会，省防办主任王忠法多次接受主流媒体采访，省防办专门明确一名副总工程师和 3 名专

家担任新闻发言人，省军区、武警湖北急队和 80 家（次）省直各单位轮流参加新闻发布工作，精准解答、专业表述、信息及

时、涵盖全面。省网信办和主流媒体不断提醒民众依法上网，湖北电视台多个频道长时间滚动播出省防办省电视台联合制作的

防御山洪灾害公益广告，不少新媒体制作防汛知识动画，传播科学防汛知识。中央在鄂媒体和省内主要媒体大容量、高强度、

多角度连续杨直，弘扬了防汛抗灾的正能量，凝聚了防汛抗灾合力。 

取得阶段性胜利，大灾之后要反思 

今年应对超历史特大洪水，我们守得艰苦、防得严实、抗得有力、抢得成功，防汛抗洪战果辉煌。在感受胜利的同时，仍

有一些问题和短板，值得总结和反思。 

面对超强暴雨、特大洪水，水利工程防洪标准偏低、排涝能力严重不足。今年我省汛情严重的一大特点是客水小、“家”水

大，漫溢、内涝严重。入江通道偏少且受外洪阻断、排涝泵站设计标准偏低、中小河流、湖泊堤防未系统进行整险加固是根本

原因，必须采取强力措施加以完善。 

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忽视了人水和谐、绿色生态的考虑，留下了长远隐患。填湖造地、开发河滩、缩窄河道、侵占水库和蓄

洪区，城市减少自然下渗面积和雨水调蓄空间，导致看海现象；河道行洪不畅奎高水位淹没两岸；河边建筑物承受不住山洪冲

击倒塌，生命财产损失严重。必须重新考虑各类工程的建设规划，留足调洪空间、留足过洪断面、兴建城市地下管廊、配置应

急排涝设备，确保城乡防汛抗洪能力提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城市就业人员，不能回家乡参加巡堤查险抢险。农丰寸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不

能激发农民义务参加防汛抢险的积极性。防汛抗洪的组织形式、依靠力量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必须尽快建立专防与军防为主体

的防汛抗洪力量体系。我省专业应急队伍建设滞后于防汛抗洪的需要，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大政策支撑力度，按照国家

防总要求，尽快建立省、市、县、乡四级专业防汛抗旱应急队伍体系，壮大力量、武装装备，实现高效、有力的防汛抢险抗旱

新机制。 

（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湖北省水利厅宣传中心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