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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防汛准备 加强防汛领导

吉林省防汛指挥部

19 85年汛期
,

吉林省发生了建国以来罕见的暴雨洪水
、

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和省委
、

省

政府的部署
,

各级政府切实加强了领导
,

各行各业大力支援
,

广大军民不畏艰险
、

日夜奋战
,

终

于战胜了洪水
,

将洪涝灾害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
,

既保障了安全
,

又使水库塘坝蓄满了水
,

为 1 9 8 6

年工农业用水和发展水田
、

水产事业提供了良好条件
,

胜利地完成了全年
`

的防汛工作任务
。

1 98 5年入汛以后阴雨连绵
,

大雨
、

暴雨频繁
,

特别是 中部地 区降雨之多
,

范围之广
,

强度之
一

大
,

洪水危害之重
,

是历史上罕见的
。

1 93 5年汛期 ( 6 一 9 月 )
,

全省平均降雨 量 5 81 毫 米
,

相

当于 30 年一遇
,

是建国以来的第二个多雨年份 ( 1 9 5 6年汛期降雨为 5 8 5毫米 )
,

较历年平均 值多

2 9
.

4%
。

7 月 2 9 日到 8 月中旬
,

有2 0天左右连续受冷涡低压和台风的交替影响
,

连续遭受中到大

雨和台风暴雨的袭击
;
八月上中旬

,

全省平均降雨量为 1 76 毫米
,

占全汛期雨量的 30 %
,

接 近 历

年同期的 2 倍
,

中部地区降雨量是历年同期的 2
.

7倍
。

8 月 2一 24 日接连 遭 受 6 号
、

8 号
、

9 号

台风和高空槽引导的 10 号台风水汽北 上影响
,

出现 4 次大范围大到暴雨天气过程
,

全省平均降雨

量达 1 26 毫米
,

占汛期雨量的 2 1
.

6% ;
中部地区平均降雨量 1洲毫米

,

占汛期降雨 的 1 / 4 ,

有近

2 0个市县连遭暴雨袭击
。

尤其是 8 月 1 4 日影响吉林省的第 8 号台风
,

18 小 时 降 雨 量 超 过 5 0 毫

米的就有四平
、

辽源
、

长春
、

吉林市的 16 个市县
,

笼罩面积达 4
.

54 万平方公里
,

占全 省 面 积 的

2 4
。

1 %
。

由于长时间的集中
、

重复降雨
,

致使江河
、

水库水位猛涨
,

水量骤增
,

险情迭出
,

很多地方

的水位
,

流量均超过历史水文记录
,

饮马河
、

伊通河
、

东辽河
、

新开河
、

辉发河
、

拉林河等主要

江河及二龙山
、

太平池
、

新立城
、

亮甲山
、

海龙
、

石头口门等 6 座大型水库发生 了大洪水或较大
_

洪水
。

8 月 16 日
,

饮马河
、

四马架水文站洪峰流量为 1 ,

08 0秒立方米
,

相当于 70 年 一 遇 , 8 月 24

日
,

伊通河农安水文站洪峰流量为 44 6秒立方米
,

相当于 50 年一遇 ; 8 月20 日
,

东辽河城子尚水文站

拱峰流量 46 4秒立方米
,

相当于 30 年一遇
。

按汛期 30 天最大入库洪量统计
,

二龙山
、

太平池水库各

为 30 年一遇
,

新立城
、

亮甲山水库为 20 年一遇
,

海龙水库为 15 年一遇
,

石头口门水库为 10 年一遇
。

据统计
,

12 座大型水库汛期共拦蓄洪水 76 亿多立方米
,

汛末 (1 o月 1 日) 共蓄水 1 7 5
.

6 3亿立

方米
,

比 1 9 8 4年 同期蓄水量多 63 亿立方米
,

偏多邪% ; 77 座中型水库汛期约拦蓄洪水 2
.

5亿 立 方

来
,

汛末蓄水为 8
.

25 亿立方米
,

比 1 9 8 4年汛末多蓄水 1
.

32 亿立方米
、

1 9 8 5年汛期虽经全省广大军民团结一致
,

奋力抗洪抢险
,

但由于大范围遭遇近 30 年所没有的

大洪水袭击
,

洪涝灾害及水毁水利工程仍然十分严重
。

据统计
,

全省有 48 个县 (市
、

区 ) 遭受不

祠程度的洪涝灾害
,

洪涝耕地面积 2 40 万公顷
,

其中成灾 1 7 4万公顷
,

占播种面积的 43 % ; 倒塌房



屋 40余万间
,

死亡 1 17 人
,

损失牲畜 2
.

2万多头 , 江河堤防决 口 969 处
,

长 2 03 公里
,

溃堤
、

漫堤 1 ,

05 容

处
, 4 89 公里 , 小型水库溢洪道拉沟破坏 85 座

,

冲垮小 ( I ) 型水库 1 座
、

塘 坝 5 19 座
、

涵 洞 3 65
·

座
、

闸坝 1 , 2 45座
、

渠道 4 2 4公里
、

渡槽 2 3座
、

泵站 1 9 3座
、

桥梁 5
, 2 3 9座 , 冲走堤防土 方 5 2 0 万立

.

方米
,

石方 15 万立方米
。

修复这些水毁工程约需资金 1
.

6亿元
。

全省的防洪蓄水工程和江河堤防在 1 9 8 5年汛期发挥了显著作用
。

如二龙山水库 8 月 15 日入库
;

洪峰流量 1 , 7 07 秒立方米
,

相应出库流量 3 6
.

5秒立方米 (发电放水 )
、

削减洪峰 9 7
.

9% ; 太平池水
库 8 月 1 5日入库洪峰流量 4 55 秒立方米

,

相应出库流量 52 秒立方米
,

削减洪峰 88
.

6% ;
新立 城 水

-

库 8 月 1 5日入库洪峰流量 506 秒立方米
,

相应出库流量 100 秒立方米
,

削减洪峰 8 8
.

6% ; 亮甲山水
-

库 8 月 15 日入库洪峰流量 2 87 秒立方米
,

相应出库流量 5 3
.

7秒立方米
,

削减洪峰 8 1
.

3% ; 星星哨水
.

库 8 月 15 日入库洪峰流量 2 74 秒立方米
,

相应出库流量 48
.

3秒立方米
,

削减洪峰 8 2
.

4%
。

东辽河
、

新开河
、

饮马河
、

伊通河
、

拉林河
、

卡岔河
、

辉发河等堤防
,

虽然局部发生决口
、

漫堤和出现险

情
,

但总的来看
,

仍把洪水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
,

保护了沿江 17
.

3万公顷耕地和 1 4 6
.

8万人口的生

命财产安全
。

在防汛工作中
,

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

1
、

切实做好防汛准备

1 9 8 5年的防汛工作
,

认真贯彻执行了
“ 以防为主

.

防重于抢
” 的方针

,

争取 防汛 工 作 主 动

权
,

做到了早动手
、

早准备
。

省政府 3 月份就发 出 (( 关于做好今年防汛工作的通知》 ,

省防汛指

挥部发了 《关于认真做好汛前工程和非工程 防洪措施检查及编报控制运用计划的通知》
、

《关于

进一步做好城镇防洪工作的通知》 和 《关于储备 1 9 8 5年防汛用铁线
、

草袋的 联 合 通 知 》
, 3 月

16 日双阳县黑顶子水库出险
,

省 防汛指挥部 电话通报全省
,

立 即开展 了全省范围的汛前工程大检

查
,

并派专人到长春
、

吉林
、

四平
、

梅河口市和延边 自治州
,

对重点大型水库和主要江河险工段

进行联合检查
,

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

召开专门会议
,

从工程
、

组织
、

物资
、

时间要求及临
·

时度汛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落实
。

7 月 17 日王金山副省长主持召开了省防汛指挥部领导成员会

议
,

进一步部置和落实 防汛工作任务
。

各地针对汛前检查发现的问题
,

动员群众采取了维修加固措施
。

1 9 8 5年防汛岁修工程国家投资
二

38 9万元
,

加上 1 9 8 4年水毁工程修复投资 2 68 万元
,

共计 6 5 7万元
,

安排了 22 3项工程
,

大汛到来之
.

前基本完成了任务
, 未列入 防汛岁修的防洪除涝工程

,

各地也都采取了临时度汛措施
。

由于措施
.

得当
,

使绝大多数水利工程在发生较大洪水的情况下
,

基本上做到安全度汛
,

没有出 现 大 的 间
、

题
。

各有关部门也都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

如邮电部门汛前就做了线路检查和维修
,

物资
、

商业部 ;

门储备了必要的防汛抢险物料
,

省军区
、

驻长部队
、

武警总队等为了支持各地抢险救灾也都做了

相应部置
。

2
、

加强了水文气象预报和通讯联络

今年气象变化多端
,

暴雨洪水频繁
,

气象部门监测
、

预报任务非常艰巨
。

他们工 作 积 极 主:

动
,

基本做到了预报准确
、

报告及时
,

为紧急部置迎战大洪水争取了时间
。

全省水文战线广大职工 日夜坚守岗位
,

认真负责
,

测报和传递雨情水情准确及时
,

起到了防

汛尖兵和耳 目的作用
`

中部地区 7 条主要江河和大型水库的水文测站职工
,

在出现大洪水情况下



不畏艰险
,

抢测洪峰
,

为抗洪抢险和积累宝贵资料做出了贡献
,
水情人员认真分析和预报水情

,

为洪水调度和组织抗洪抢险当好参谋
。

如 8 月 20 日受 9 号台风影响
,

东辽河流域普降暴雨
,

迅速

:做出了太平水文站洪峰流量超过 6 00 秒立方米的预报
,

省防汛指挥部及时通知四平市
、

双辽县
,

提
一

前组织了 1
.

3万多名解放军指战员
、

机关干部和民工
,

出动 3 00 余 台 汽 车
,

抢运 40 余万条草袋
、

15 0立方米桩木
,

将 3 5华里大堤全线整修加固
,

平均加高 60 厘 米
,

在洪水到来之前完成了抢修加

涸工程
,

胜利地抗御了历时 9 小时有记录以来最大的洪峰袭击
。

、

3
、

加强了对防汛工作的领导

入汛以来
,

针对洪涝灾害日趋严重的情况
,

省委
、

省政府曾多次发出紧急通知
,

召开紧急会

议
,

研究部置防汛工作
,

强调各地要做好防大汛
、

抗重灾的准备
,

并多次派出工作组
,

慰问受灾
`

群众
,

了解灾情
,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

8 月份
,

连续遭受儿次台风袭击
,

省委召开常 委 扩 大会

议
,

分析研究讯情
,

明确提出要把抗洪抢险作为当前全省工作的中心任务
,

一切工作都要服从
、

服务于这个中心
,

为全省防汛工作指明了方向
。

各级党政领导同志
,

坚持在抗洪抢险第一线
,

既

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
,

及时
、

果断解决抗洪抢险中的实际问题
、

各级防汛指挥部的灵活指挥和精

心调度
,

也是取得抗洪抢险胜利的前提
。

为切实加强对防汛工作的领导
, 1 9 8 5年汛期全省普遍层

层建立和落实防汛工作岗位责 任制
,

各级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建立 了值班值宿人员岗位责任制
,

明确

了责任
,

保证了紧急情 况和上级指示
、

命令及时准确的上传下达
。

汛期省委
、

省政府领导 同志有

关防汛工作的紧急指示
,

都是不到两个小时就传达到基层
,

为抗洪抢险赢得了时间
。

为加强对防

讯抢险工作的领导
,

各地都按工程类别
,

分别落实了领导包保任务
,

建立承包责任制
。

汛期在发

生紧急汛情和抢险时
,

各级领导都亲临现场指挥
。

1 9 8 5年吉林省的抗洪抢险救灾得到了党中央
、

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
。

8 月下旬
,

中央 防汛总指挥部委派工作组来吉林省检

查指导防汛工作
; 9 月

.

上旬中共中央
、

国务院又派李瑞山同志为团长的中央检查团来吉林省慰问

受灾群众
,

检查指导抗灾 自救工作
,

并及时在资金和物资上给予有力支持
。

4
、

各部门密切配合
,

协同作战

商业
、

物资
、

石油
、

林业等部门积极安排抗洪抢险物资
,

做到敞开库存
,

急用先付
,

一切为

抗洪让路
; 铁路

、

交通部门保证车辆
,

随调随到
,

及时把抢险物资运到抢险地点 , 邮电
、

广播
、

通讯等部门保证畅通无阻地传递汛情和调度命令 ; 电力
、

民政
、

财 政
、

农 牧
、

银 行
、

粮 食
、

卫

生
、

公安
、

新闻等部门也都各负其责
,

各司其职
。

驻吉林省的人民解放军在抗洪抢险斗争中先后

出动近 2 万名指战员和 20 0多台 汽 车
,

装运抢险物资
,

抢修险工险段
,

转移灾民
,

为战胜洪水灾

害做出了积极贡献
,

为人民立了大功
。

1 9 8 5年的防汛工作
,

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
,

但也暴露了全省防洪工程一些问题
: 一是工程质

量 差
,

自然老化严重
,

加之检修加固没有及时跟上
,

防洪标准低 , 二是河道设障严重
,

降低了堤

防防洪能力
; 三是水库下游河道大量开荒种地

,

行洪能力普遍降低
,

严重干扰水库正常调度
; 四

是城镇防洪设施差
,

排水不畅
。

上述问题
,

特别是河道设障问题
,

通过总结去年洪涝灾害的教训
,

已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

有的 已开始着手解决
,

有些问题由于资金不足
,

难度较大
,

还需要与有关部门协商
,

待今后逐步

加以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