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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5年防汛抢险的经验教训

韩 德 纯

(辽宁省防汛办公室 )

1 98 5年汛期
,

辽宁省遭到多年少见的暴雨
、

洪水
、

台风和冰雹的连续袭击
。

在党中央
、

国务

院的关怀下
,

在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指导下
,

在省委
、

省政府的领导下
,

在沈阳军区
、

辽宁省军

区的支援下
,

全省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干部
、

群众及解放军指战员同暴雨
、

洪水
、

台风等自然灾

害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斗争
,

有效地减轻 了灾害损失
,

取得了抗洪抢险救灾的重大胜利
。

一
、

洪水灾害情况

辽宁省 1 9 8 5年汛期的气象特点是
,

降雨量多
、

面广
,

暴雨频繁
,

台风登陆次数多
,

并伴有特

大冰雹
。

5 月份到 9 月初
,

全省除阜新地区降雨量与多年平均值相同以外
,

其它地区都比多年平
均值明显增多

,

部分县 (区 ) 多 1 倍以上
。

6 月中旬
,

辽西辽南遭到暴雨
、

冰雹灾害
, 7月中旬以后

,

辽东
、

辽北和中部地区又遭到暴

雨
、

洪水
、

大风和冰雹的不断袭击
; 7 月 19 一 21 日

,

辽河流域及其以东地区普降大 雨
,

雨 量 达
_

2 5 0一 30 0毫米
,

阵风 7 一 9 级
,

致使河流水位猛涨
,

流量骤增
。

海城河洪峰流量超过堤防保证流

量
,

出现建国以来第一次最大洪水
,

一些河流漫堤决 口
。

丹东市振安区至浪头港23 平方公里范围

内
,

还降了特大冰雹
,

一般雹粒有鸡蛋大
,

最大粒径达 1 5厘米
,

砸毁居民和厂矿瓦房 60 多万平方

米
。

7 月 25 日至 8 月上旬
,

东部地区连降大暴雨
,

最大点雨量 50 了毫米
, 3 小时降雨强度达 16 0毫

米
。

援河出现 1 3 , 2 00 秒立方米的洪峰
,

超过堤 防保证流量 3 ,

70 0秒立方米
,

造成下游和鸭绿 江堤

防 3 3处决 口
。

援河
、

蒲石河第二次洪峰与鸭绿江上游水丰 电站宣泄的洪水在丹东市相遇
,

又值大

潮顶托
,

使沿江的防洪工程再次被 冲毁
,

居民村庄重复受淹
。

连续三次台风在辽宁省登陆
,

是有历史记载以来所没有的
。

6 号
、

8 号两次台 风 在 黄 海沿

岸登陆
,

加重了辽宁东部
、

南部的洪水灾害
; 9 号台风于 8 月 19 日晚在辽东湾沿 岸 登 陆

,

从 南

到北袭击辽宁省
。

受它和西锋槽的影响
,

18 日午后至 2 0 日凌晨
,

全省降了大雨
、

暴雨 或 特 大 暴

雨
,

并伴有 8一 10 级大风
,

阵风 12 级
。

全省有 3 / 4 的面积降雨量在 50 毫米以上
,

有 1 / 3 的面

积降雨量在 1 00 毫米以上 ; 降雨主要集中在辽河
、

浑河
、

太子河中下游地区和大连地区
。

暴 雨 中

心的雨量在 3 00 毫米 以上
,

最大点降雨量 4 22 毫米
。

辽河
、

浑河相继出现 1 9 8 5年最大洪峰
。

太子河
-

辽阳水文站洪峰流量 3 , 0 30 秒立方米 ; 浑河沈阳水文站洪峰流量 2
,

1 50 秒立方米
;
浑河和太子河洪

水在三岔河汇流后
,

大辽河出现了5
, 9 80 秒立方米的洪峰

。

由于降雨量超过了排涝工程的设计 能

力
,

加上外河水位高
,

大风刮倒
、

摧毁了输变 电线路
,

使排水站不能开车排水
,

导致受涝耕地达

71 万多公顷
,

占全省低洼易涝面积的 68 %
。

8 月上旬至 9 月初
,

辽河连续出现 4 次洪峰
。

由于辽河 20 多年没有发生大洪水
,

河道输沙能



力下降
,

河槽严重淤积
,

加上河滩地清障不彻底
,

堤防多年失修老化
,

造成 1 9 8 5年辽河洪水位高
,

、

流速慢
,

持续时间长
,

险象环生 , 河滩地的民堤
、

套堤全被冲溃或扒开
,

两岸大堤普 遍 出 现 渗

水
、

管涌和脱坡等险情
。

下游陆家防潮堤和小柳河回水堤决 口
,

使盘锦市大面积农 田被淹
,

房屋
_

进水倒塌
,

居民被洪水包围
,

一些工厂及辽河油田的近 3 00 多眼油井
、

30 多座输油站
、

n 个 钻 井

队被迫停产
,

直接经济损失很严重
。

连续的暴雨
、

洪水
、

大风和冰雹灾害给辽宁省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
。

受灾面 之 大
,

灾 害 种

类之多
,

是多年来所没有的
。

据统计
,

全省受灾农田 1 62
.

4万公顷
,

占总耕地面积的 44 %
,

其 中

绝收面积 42
.

6万公顷
。

加上长时间降雨
,

低温寡照
,

对农作物生长不利
,

全省减 产 粮食达 5 00 万
,

吨以上
。

大风刮倒折断树木 2 ,

20 0万株
,

果树 4 80 万株
,

落地果 37 万吨
,

占全省水果产量的 30 %
。

全省倒塌房屋 68 万多间
,

有 68 万居民被迫转移
; 冲毁水利工程设施 1

.

7万多处
,

工矿企业
、

城 镇

设施
、

交通
、

铁路
、

邮电
、

文教
、

卫生等方面及广大人民生命财产也遭到严重损失
。

全省直接经

挤损失达到 4 7亿多元
。

党 中央
、

国务院及中央防汛总指挥部
、

水电部对辽宁省的防汛工作极为重视和关心
。

在遭受
.

严重洪水灾害的时刻
,

党 中央
、

国务院给全省人 民
、

广大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发来慰问电
,

并派

出以中央候补委员
、

国家经委顾问李瑞山同志为团长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 长 张彬 同

志
、

民政部副部长章明同志为副团长的慰问团来到辽宁
,

慰间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 的 广大 军

民
,

看望受灾群众
,

并鼓励大家再接再励
,

连续作战
,

奋战到底
,

夺取抗洪救灾的最后胜利
。

中

央防汛总指挥部秘书长
、

水电部副部长杨振怀同志两次到辽宁省指导抗洪抢险
,

有力地推动了全

省恢复生产
、

重建家园的工作
。

二
、

防汛部署和抗洪抢险

辽宁省 1 9 8 5年防汛工作部署得比较早
,

抓得比较紧
,

各级党政领导都很重视
。

从 4 月 份 开

始
,

各地区
、

各部门就从思想
、

组织
、

工程
、

物资和通讯等方面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

汛前
,

省

委
、

省政府明确指出
, 1 9 8 5年的防汛工作要以科学求实的态度

,

全面加强
,

重点防守
,

确 保 安

全
;
并且制定了全省度汛方案

,

确定了防汛的重点
。

省领导同志还多次深入到重点地区检查度汛

推备工作
,

协助各地具体落实
。

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
,

省市两级提前动用预备费 54 5万 元
,

一些

工矿企业集资 49 5万元
,

用于抢修度汛工程
。

到 6 月底
,

1 9 8 4年的水毁工程和 1 9 8 5年安排 的 除险

加固
、

岁修工程基本完成
,

这对抗御洪水灾害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

在抗洪抢险中
,

省委
、

省政府把抗洪抢险做为头等大事来抓
。

根据汛期灾情的发展
,

先后发

出 8 次紧急通知
,

召开 4 次紧急电话会议
,

及时地进行部署
,

在辽河洪水威胁防洪大堤安全的紧

急时刻
,

省委
、

省政府指示省防汛指挥部发出了
“ 扒掉民堤

,

弃守规划套堤
,

确保大堤安全
” 的

命令
,

并指示防汛办公室派出 8 个工作组和技术指导组
,

深入基层协助抗洪抢险
。

9 号台风到来

前
,

就发出了
“
关于迎战 9 号台风暴雨的紧急通知

” ,

向全省通告了台风的动向
,

以及将会产生

的影响
。

要求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坚定信心
,

发扬连续作战
、

团结奋斗的精神
,

抢修险工险段
,

做好险区群众转移工作
,

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

9号台风刚一登陆
,

省委
、

省政府立即召开紧急电

话会议
,

对全省作了部署
。

会后
,

省委书记李贵鲜
,

省长全树仁等领导同志连夜奔赴辽阳等 地 指

挥抗洪抢险
,

全树仁同志在最危急的盘锦市
,

始终坚持在第一 线领导抗洪斗争 ; 省委
、

省人大
、

省政府的领导同志也都是哪里告急就出现在哪里
。

省防汛指挥部 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

时刻监视

全省雨情
、

汛情的发展变化
,

及时提出参谋意见
,

调运抢险物资 , 各市
、

县 (区 ) 的党政领导同



二志亲临第一线指挥广大军民同洪水进行顽强斗争
,

对夺取抗洪抢险的胜利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对辽宁省抗洪抢险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

辽宁省军区也及时地组

织广大民兵投入抗洪斗争
。

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
、

政委刘振华等领导同志亲 自察看 水 情
、

灾

情
,

并同省委
、

省政府领导同志共同研究抗洪抢险和救灾工作
;
先后出动 5 万 多名 指 战 员 和

1 ,

00 0台各种车辆
、

3 00 多艘舟艇
,

哪里有险情就出现在哪里
,

在抗洪抢险
、

转移群众中
,

发挥了

主力军作用
,

为人民立了大功
。

在抗洪抢险斗争中
,

全省各地紧密配合
,

协同作战
,

非灾区支援灾区
,

轻灾区支援重灾区
,

一方受灾
,

八方支援
,

到处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
。

锦州
、

抚顺
、

阜新
、

朝 阳等市由市领导

带队为盘锦
、

辽阳
、

铁岭
、

丹东等地送去大量抢险物资和食品
。

锦州市安置盘锦市灾 民 5 万 多

人
,
台安县在外洪内涝非常严重的情况下

,

宁可本县耕地受涝
,

主动关闭排水站
,

减轻下游洪水

压力
,

并协助盘锦市抢护大堤
。

1 9 8 5年
,

全省共有 1 70 多万人参加抗洪抢险
,

投入草袋子 90 0多万

条
,

铁线 1
,

00 0多吨
,

木桩 8万多根
,

汽油
、

柴油 7 , 0 00 多吨
,

水泥 1 ,

80 0多吨
,

动用资金 3 ,

00 0多

万元
,

终于保住了辽河干流大堤
,

保住了盘锦市
、

辽河油田和辽河化肥厂
,

保护了人民
,

取得了

抗洪抢险的重大胜利
。

1 9 8 5年抗洪抢险斗争中
,

全省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单位和英雄模范

人物
,

其中受到省委和省政府表彰的先进集体 1 16 个
,

先进个人 48 6名
。

三
、

经验教训

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期
,

辽宁省基本上处于干早少雨期
,

全省大部分地区 已有 20 多年

没有发生大的洪涝灾害
。

认真总结 1 9 8 5年抗洪抢险的经验教训
,

对于指导今后的防汛工作和水利

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

经全省 自下而上 的总结
,

初步体会有以下几点
:

1
、

认真贯彻
“ 以防为主

,

防重于抢
” 的方针

,

是搞好防汛的根本

辽宁省 1 9 3 5年的防汛工作
,

比较认真地贯彻 了
“ 以防为主

,

防重于抢
” 的方针

。

在防汛准备

中
,

省委
,

省政府反复强调要立足于早来水
、

来大水
,

扎扎实实地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

要求各级

政府
、

各单位
、

各部门都必须无条件地承担防洪抢险和维修工程的义务
。

各市
、

县 ( 区 ) 根据省

的统一部署进行了较深入的思想发动
,

做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

狠抓了度汛工程的施工进度
,

储备

了大量的抢险物资
。

鞍山市从分析本地 区历史洪水规律
、

河道演变趋势
、

工程现状和抗洪能力以

及社会发展的要求入手
,

进行宣传教育和思想发动
,

克服了干部
、

群众的麻痹思想
,

增强了紧迫

感
。

沈阳市新民县在堤防两侧有积水
、

施工条件差的情况下
,

组织 2万人远距离取 土 80 万 立 方

米
,

加高培厚了辽河右岸堤防
。

1 9 8 4年
,

受灾较重的锦州
、

朝阳
、

丹东等市
,

组织千部和群众认

真总结经验教训
,

使大家认识到
,

麻痹思想是防洪的大敌
,

谁麻痹 谁 就 吃 大亏
,

在汛前抢修了

大量水毁工程
。

全省各地坚持
“
谁受益谁负担

” 的原则
,

千方百计筹集资金
,

动员广大职工
、

农

民搞义务劳动
,

把险工隐患消灭在洪水到来之前
,

为抗洪抢险争得了主动权
。

贯彻
“ 以防为主

,

防重于抢
” 的方针

,

对于全省取得 1 9 8 5年 防汛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保证作用
。

但是
,

实践说明
,

我们在一些问题上
,

贯彻这一方针是不够的
,

在辽河的防洪上就存在以下问题
:

第一
、

在解决河道淤积方面
,

辽河右岸支流柳河是一条多泥沙河流
,

其上游闹德海水库是一

座滞洪蓄沙的水库
,

十几年来
,

为了解决春季用水
,

改变了原来的运行方式
,

采用了冬季蓄水
、

春季放空
、

夏季全开泄洪的方式
,

造成 了泥沙大量淤积在柳河口附近的辽河河道内
,

严重地降低

了该段河道的防洪能力
。

对于这个间题
,

前几年已有所察觉
,

但未制定具体解决措施
。

第二
、

在清除河障方面
,

全省对几条大河的清璋已经抓了 10 年
,

取得了 , 定成绩
,
但是 由 于



决心不够大
,

态度不够坚决
,

辽河河道内尚有民堤
、

套堤 6 00 多公里
,

阻水树林 2 , 7 00 多公顷
,

居
民住房 2 万多间

,

滩地上大部分耕地种植高秆作物
,

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洪水位
,

延缓了洪水下

泄时间
。

第三
、

在防御超标准洪水方面
,

全省都没有很好落实
。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
,

不仅要在当前安

排上
、

战术上贯彻
“ 以防为主

,

防重于抢
” 的方针

,

还要在长远规划上
、

战略上也要贯彻这一方
-

针
,

才能使防汛工作取得更多的主动权
,

随时战胜可能出现的各种灾害
。

2
、

建立严 格的贵任制
,

是战胜洪涝灾害的前提

在 1 9 8 5年的抗洪抢险中
,

辽宁省各地区
、

各部门和各单位都建立了严格的责任制
,

做到了分
-

工明确
,

责任到人
,

逐级包干
,

逐项落实
。

辽河高水位持续近 1个月
,

瘦小的防洪大堤普遍出现

险情
,

随时都有溃决的可能
。

为此
,

沿河各市县实行了部
、

委
、

办
、

局分段包千 责 任 制
;
各 乡

建立了五步一岗
,

十步一哨的责任制
,

坚持执行巡逻
、

查险和抢险等制度
,

及时地排除了一处处

险情
,

确保了大堤的安全
。

广大群众说
:

,’l 9 85 年我们靠严格的责任制保住了大堤
。 ” 9号台风

袭击辽宁省之后
,

外洪内涝同时发生
,

各级物资
、

商业和供销部门及时调运了大批抢险物资
,

邮电

部门迅速恢复了通讯
,

农电部门很快修复了供 电线 路
,

民政
、

医 疗 部门及时深入到灾区
,

为群

众排优解难
。

有关部 门 各 司 其职
,

各负其责
,

紧密配合
,

协同作战
,

有效地减轻了灾害程度
。

但是
, 1 9 8 5年的抗洪抢险中

,

全省也有因责任制落得不实
,

造成灾害损失的事例
。

实践使我们体

会到
,

哪里的责任制落得实
,

哪里的抗洪斗争就能取得胜利 , 哪里落得不实
,

哪里就会遭到不应

有的失损
。

建立严格的责任制
,

是战胜洪涝灾害的前提
。

3
、

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作用
,

是防洪安全的可命保证

1 9 8 5年的抗洪斗争中
,

大量水库
、

堤防
、

闸站等水利工程
,

发挥了重要作用
,

有效地减轻了灾

害程度
。

7 一 8 月间
,

辽河
、

浑河
、

太子河的洪水总量都是建国以来最大的
。

浑河大伙房水库入库

总量为2 3
.

6 7亿立方米
,

比 1 9 6 0年大洪水多5
.

63 亿立方米
。

由于水库调节
,

下游的洪峰流量 仅 为

堤防保证流量的 1 / 2一 1 / 3 ,

确保了大堤安全
。

太子河上参窝
、

汤河两座大型水库
,

入库最大

洪峰 5
, 7 10 秒立方米

,

由于两库分别削减洪峰 77 %和 53 %
,

下泄的组合流量仅为2 , 1 00 秒立方米
,

将

河道洪峰控制在堤防保证流量以下
。

辽河铁岭水文站洪水总量 30
.

5亿立方米
,

相当于 1 9 5 1年大洪水

的总量
,

比 1 9 5 3年大洪水的总量多 3
.

6亿立方米
。

由于清河
、

柴河
、

南城子等大型水库的调节
,

减
L

轻了下游堤防压力
。

由于近几年来加高了防洪大堤
,

在海城河
、

暖河发生超标准洪水的情况下
,

使海城市
、

凤城县的城区和大片农田和数万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

9 号台风过后
,

中

部地 区67 万多公顷农田发生渍涝
, 3 00 多座排水站及时开车排水

,

使绝收农田面积 大 为 减 少
。

1 9 8 5年抗洪斗争的实践说明
,

水利工程的防洪效益是巨大的 ; 但是也使我们认识到
,

修建水利工

程以后
,

改变了洪水的原有状态
,

给防洪调度和水利工程运用都提出了一些新的间题
;

一方面
, “

由于水库控制放流
,

改变了水沙条件
,

使各河段的冲淤规律发生相应变化
,

对于建库前所建堤防的

保证任务需重新校核 , 另一方面
,

由于水库错峰调节
,

洪峰流量减少了
,

而持续时间却加长了
,

堤

防必须大断面
,

才能严防散浸
、

管涌和脱坡等险情造成溃堤决口 ; 更重要的一个方面
,

多年来堤

防和其它防洪工程的整修与管理工作没有及时跟上
,

老化严重
,

工程现状已满足不了 防 洪 的 需

要石因此
,

要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防洪效益
,

必须根据新的情况
,

对防洪工程进行一次认真的检

查
,

并重新加以维修
。

4
、

准确地进行水情预报
,

保证通讯杨通
,

是抗洪抢脸的 , 要环节

1 98 5年汛期
,

辽宁省水情预报比较准确
。

7 月2。日
,

海城河流域暴雨过后
,

省防汛办公室水



情组迅速地做出了洪峰流量将超过堤防保证流量的预报
。

海城市根据这一预报
,

在当地驻军的帮!

助下
,

提前将无堤河段的 1
.

5万名群众安全转移
.

并组织 1
.

5万军民抢护大堤
,

确保了安全
。

7 月

2 6日
,

由于省
、

市防汛部门比较准确地预报出媛河超标准洪水
,

丹东市九连城镇和风城
、

宽甸两

县
,

在洪峰到来之前
,

一面组织加固堤防
,

一面组织两万人撤离危险区
,

避免了人身伤亡
。

通 讯

联络的畅通
,

在 19 8 5年抗洪抢险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

在沈丹通讯电缆被洪水冲断后
,

邮电部门
.

采用南北迂 回方式
,

并派出通讯车
,

一刻也没有中断省和市之间的联络
。

在辽河 防汛最紧张的 日

日夜夜
,

邮电部门千方百计保证通讯畅通
,

省防汛部门的无线通讯系统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保
-

证了水情
、

汛情和指挥调度命令的及时准确传递
。

但是
,

实践也使我们看到
,

采用手工作业的预

报手段和通讯联络主要依靠有线通讯联络
,

是远不适应抗大洪
、

抢大险的需要的
。

因此
,

迅速地
建立起现代化的防汛调度与通讯系统

.

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

5
、

加强领导
,

是夺取杭洪救灾胜利的关键

1 9 8 5年抗洪斗争中
.

辽宁省各级党委和政府
,

都把抗洪救灾做为头等大事来抓
。

在防汛进入

全面紧张的时刻
,

省委
、

省政府领导全力投入抗洪救灾
;
各市

、

县
、

乡的领导同志也都亲临第一

线
,

指挥成千上万抗洪大军同暴雨洪水进行斗争
。

凤城县县长李运生同志
,

在二道河堤防即将决

口之际
,

临危不惧
,

带领千部和群众奋力抢险
,

保住了大堤
,

使全镇人民生命财产 免 遭 洪水灾

害
。

当台安县坚决执行省防汛命令
,

扒开民堤
、

套堤之后
,

为了确保辽河大堤安全
,

鞍山市委
、

市政府立即给这个县拨款购置抢险物资
。

在战胜辽河洪水的斗争中
,

铁岭市政府果断决定废除全

部套堤
,

降低洪水位
,

减轻大堤洪水压力
,

为全省带了好头
。

全省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同志
,

很快熟悉了情况
.

掌握了指挥的主动权
,

一部分退居二
、

三线的老同志热情地协助工作
,

组成了

一个坚强有力的指挥系统
,

在 1 9 8 5年抗洪救灾 中
,

发挥了重要作用
。

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
,

抗洪抢险是同大 自然的斗争
,

必须象军事战斗一样
,

有一个 自上 而下的坚强领导体系
,

才能实行

统一指挥
,

统一调度
,

夺取胜利
。

1 9 8 5年汛期
,

辽宁省遭受到极其严重的 自然灾害
。

汛后
,

省委
、

省政府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

关于抓好救灾工作的要求
,

立即对救灾
、

修复水毁工程进行了全面部署和安排
。

9 月初
,

省委
、

省政府召开了各市市委书记
、

市长会议
。

省委书记李贵鲜 同志在会议上号召全省人民紧急行动起

来
,

进一步振奋精神
,

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
.

以战胜灾害为中心
,

夺取抗灾救灾
、

增产增收的新

胜利
。

省委
、

省政府还决定
,

由省领导同志挂帅
,

省直有关部门参加
,

成立了救灾办公室和辽河

整治
一

修复水毁工程指挥部
。

在全面搞好救灾工作的同时
,

省政府还多次召开省长办公会议研究

确定
,

动员省内各方面的力量
,

下大力气
,

迅速修复必要的水毁工程
,

在 1 9 8 6年把生产恢复到灾

前水平
,

如果再发生同样的灾害
,

不出大的问题 ; 利用几年的时间
,

对辽河进行一次全面整治
.

彻底清除各种行洪障碍
,

使辽河全干流达到 20 年一遇的防洪标准 , 同时
,

要逐步实现防汛调度现

代化
,

加强工程管理
,

提高水利工程的防洪能力
,

为四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