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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淳县防汛防旱工作的思考

王金兰

（江苏省高淳县水务局，江苏 高淳 !##"$$）

摘要：防汛抗旱，是人民群众赖以立命安身的基础，是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随着高淳县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水旱灾害防御标准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在分析高淳县防汛抗

旱成就和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新形势下防汛抗旱应采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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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淳县地处江苏省西南端、苏皖结合部，位于北

纬 "#B#"C D "#B!&C，东经 ##?BA#C D ##>B#!C。东界溧

水，南、西部与安徽省的郎溪、宣州和当涂三县市为

邻，分属水阳江、太湖水系。全县分山区、半山半圩、

圩区 " 片，总 面 积 ?$#E? F:!，其 中 陆 地 面 积 占

%$E&GH，水域面积占 !>E"GH。全县总人口 A!EG 万人，

耕 地 面 积 "E%? 万 I:!，其 中 水 田 " 万 I:!，旱 地

$E%% 万 I:!。

高淳县位于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过渡区，季风

型气候明显。年均气温 #&B/，多年平均降雨量 # !#A
::，年降水量 &$H集中在每年 G D > 月的汛期。县

境东部为茅山、天目山余脉，面积 AA&EG F:!，地面高

程一般在 #G D "G :，径流分散，蓄水条件差，易发生

干旱。西部为水网圩区，处于青弋江、水阳江下游，

有固城、丹阳、石臼 " 湖环绕，河沟纵横，地势低洼，

地面高程 G D %:，面积 "GGE" F:!，极易遭洪涝灾害。

自明永乐元年（#A$"）为保护太湖地区而修造东坝，

洪水不复东流，固城湖汛期水位明显抬高，高淳圩区

遂成上游皖南地区 #E?? F:! 山洪泄入长江的走廊，

防洪压力大大增加。自高淳 #A># 年建县迄今的 G#&
年中，有记载的水旱灾害共 !A# 次，其中水灾尤甚，

计 #A? 次。每次大水之后，社会元气大伤，经济停滞

甚至倒退。G$$ 多年来，高淳人民深受洪涝灾害之

苦，为保障太湖地区的防洪安全作出了巨大牺牲。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高淳人民长期

处于水旱灾害特别是洪患包袱的重压之下，每年 G
D > 月长达 G 个月的汛期，水势稍大，全县上下集中

精力应付防汛抗洪，经济和其它工作无法进行。这

就决定了在高淳这块土地上进行水利建设，尤其是

搞好防洪保安，是人民群众赖以立命安身的基础，是

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

! 建国以来水利建设与防汛防旱成就

! 6! 基本建成良好的防汛防旱工程体系

千百年来，高淳人民深受水旱灾害之苦，同时与

水患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初步建成了防洪、除涝、抗旱、

降渍 A 大工程体系，奠定了战胜水旱灾害的坚实基

础。比较突出的成就有："#>>? D !$$" 年实施了固

城湖、石臼湖堤防达标建设 G$ F:，总投资 % !??EA&
万元；#“十五”期间加固改造各类堤防消险建筑物

"% 座，新增除涝面积 &&% 万 I:!，排涝模数达 $E%G D
$E?G:" J（K·F:!）；$完成了淳东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 !$$$ D !$$G 年度项目，总投资达 %#"GE% 万

元，从根本上解决了丘陵山区干旱供水不及时的困

境；%成功地实施了县、乡河塘疏浚和村庄河塘清淤

工程，完成土方 # !?$ 万 :"，增强了河道的排涝、调

蓄能力，改善了农村的水环境；&完成了固城湖自来

水取水口清淤和天河坝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清淤

土方超 "$ 万 :"，进一步提高了固城湖的水环境质

量，改变了天河坝周边“脏、乱、差”的面貌，提升了县

城淳溪镇“滨湖新区”的新形象，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肯定。

! 6" 建立和健全防汛抗旱的组织机制和措施

高淳县在大力开展防洪、排涝、抗旱的工作中，

逐步掌握了防灾抗灾的主动权，积累了丰富的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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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县委、县政府对各级指挥防汛抗旱工作的组

织机构及时进行调整和充实，县成立防汛防旱指挥

部，在汛期全面领导防汛防旱工作，各乡镇、圩围及

灌区也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按统一部署进行工作；

实行县、镇、村三级领导干部防汛岗位和圩局专职管

理，巡堤查险，涵闸泵站、险工险段有人看守，使全县

的防汛抗洪工作自始至终处于严密控制之下，保证

了各级领导正确指挥和掌握抗灾斗争的主动权；积

累了包括送水牌、巡圩查险、打桩囤包、填塘（撑龙）

固基、开沟导渗、抛石固基及挡浪防冲等抢险救圩的

成功经验，不少做法沿用至今。

! !" 战胜了历次严重的水旱灾害

凭借强大的水利工程基础和全县人民的奋力抗

争，高淳县先后战胜了 "# 世纪 $# 年代 % 次特大洪

水以及 &$’( 年、&$(( 年和 &$$) 年特大干旱的侵袭，

特别是在 &$$$ 年固城湖水位一度达到 &*+#’, 的百

年未遇特大洪灾，高淳县创造了全县未破一圩的奇

迹。&$$) 年遭遇罕见特大干旱，农业生产仍获得较

好收成。

# 当前防汛防旱工作面临的问题

# !! 经济社会发展对水旱灾害防御标准的要求

目前高淳县的水利工程体系，没有达到经济社

会发展对防御水旱灾害的能力提出的需求。而且随

着“两工”政策的取消，特别是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

加快发展，使农村水利发展的外部条件和投入机制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水利投入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

不相适应。

# !# 防洪抗旱工程存在薄弱环节

与抵御大洪水的要求相比，高淳县还有部分工

程标准不高、抗灾能力不强。目前，水阳江地区防洪

标准只有 &# 年一遇，沿岸的水下空基仍然存在塌江

隐患，大洪水情况下出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且防

洪工程老化，洪水出路不畅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

决；小水库除险加固还没有全部完成，水库防洪的隐

患仍然存在；坝体坝基渗漏、涵洞等建筑物老化失

修，白蚁危害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消除；一些病

险涵闸、泵站亟待除险加固，特别是一些 "# 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排涝泵站，排涝能力下降，已不适应抗御

大洪水的要求；山河淤塞、垦殖现象时有发生。另

外，&$$$ 年以来新建的防洪工程还没有经受高水位

的检验，圩堤长期没有经历高水位浸泡，防洪能力有

所下降，一些新的险工隐患也难以发现。

# !" 水阳江上游的工情发生了变化

高淳县的水阳江河段泄洪能力不足，行洪能力

仅为 ’## - $##,* . /，与该河段泄洪要求还有较大差

距。加之出口尚无控制性工程，受长江洪水顶托，流

域防洪形势严峻。目前水阳江流域规划尚未正式实

施，而安徽省已对水阳江上游工程率先启动，于流域

上游的西津河上建成总库容 $+( 亿 ,* 的港口湾水

库，在进南漪湖的双桥河、北山河上分别建成双桥河

闸和马山埠闸等控制工程，并加固改造了沿线堤防。

干旱年份上游用水增多，带来下游水量减少；汛期暴

雨产生的洪水流量较以往加大，下泄速度明显加快，

造成水碧桥和固城湖水位陡涨，将对高淳县带来更

大的防洪压力。

# !$ 极端性、突发性气象灾害增加

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有日益加剧的趋势，引

起的主要灾害是厄尔尼诺现象，常导致严重洪涝灾

害。同时，还导致台风多发且威力增加。高淳县“八

五”以前平均 % 年有一次较多的洪涝灾害，而在“八

五”期间则 % 年 * 次大灾。“九五”以来，&$$0 年、

&$$( 年、&$$$ 年长江均发生大洪水，尤其是 &$$$ 年

固城湖、石臼湖地区发生超历史的大洪水。近年来，

虽未出现大的汛情，但先后多次遭遇了台风和强降

雨等突发性灾害天气的袭击，其中以 "##% 年 $ 号台

风“麦莎”最强，暴发的强降雨使高淳县局部地区受

淹，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

# !% 防洪抗灾工作体系出现新变化

防御洪涝灾害是全民参与的过程。重大抗洪抢

险、堤防巡守需要一定数量的有经验的群众。随着

高淳县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抗洪体系的基础

出现了重大变化。加之连续 ’ 年没有大的汛情，部

分镇村干部群众的抗灾意识逐渐淡薄，对防汛防旱

工作的认识盲目乐观。近年来领导岗位的变动也给

防汛防旱工作增加了不确定的因素，一些地方的负

责人对防汛防旱工作不够熟悉。这些新问题的出

现，不能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需要。

" 新时期防汛防旱工作的建议

防汛防旱工作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

系到高淳县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防御水旱灾

害历来为各级政府所重视。新时期要适应发展的新

要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

治水理念。为确保高淳县防汛防旱有一个安全的自

然环境，建议采取下列对策。

" !! 牢固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

应清醒地看到，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象因

素，洪水威胁依然是高淳县的心腹之患，全县的防御

洪水综合能力仍需进一步提高，做好防汛防旱工作

十分重要和紧迫。要进一步落实防汛防旱责任制，

制定完善防汛防旱工作预案，采取有力措施，增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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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突发事件能力，努力把汛期、旱期和台风期的各项

工作安排好、布置好和落实好，始终以严谨务实的作

风做好防汛、防旱和防台工作。

! !" 继续加强水利工程建设

结合国家对水阳江流域防洪治理要求，对水阳

江干流进行堤防加固，实施水阳江水阳镇河段、大花

滩河段开卡拓宽，漆桥河、官溪河等支河堤防加固，

固城湖、石臼湖堤防堤身、堤基防渗加固，移址重建

杨家湾闸、新建水碧桥等工程。圩区继续加高加固

圩堤，加快茅东闸等骨干防洪除涝工程、中小型水库

除险加固，圩堤病险涵闸、堤防渗漏的消险处理，有

效控制堤防白蚁危害。争取到 "#$# 年，全县 ""% &’
的临湖临江一线圩堤土方全部达标，县城淳溪镇防

洪达 (# 年一遇，水阳江流域、两湖湖堤防洪达 "# )
*# 年一遇，通湖河道及沿河区域 $# ) "# 年一遇，区

域除涝 $# ) "# 年一遇。

! !! 切实加强水利工程设施和堤防管理

应将工程管理工作摆上重要位置，按照“划分事

权，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和投资原则，进

一步健全管理机构，修订落实管理制度，做到规范

化、制度化运行管理，确保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在汛

期、汛前、汛后都定期、不定期地进行工程设施的观

测检查、维修保养，同时做好检查、运行记录；圩局是

高淳县承担堤防和配套水利工程日常管理的机构，

在历史上起到过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形势的不断

变化，圩局的职能有所削弱。要注意充分发挥圩局

的日常管护作用，并严格依法行政，严禁在圩堤非法

建房和栽种树木，确保工程效益的长久正常发挥。

! !# 加大防洪除涝非工程措施建设

进一步完善以水文气象监测、洪水预报调度、抗

洪救灾指挥，行蓄洪区管理和洪涝淹没保险为主要

内容的非工程体系建设。应研制开发水阳江、固城

湖和石臼湖等水系的洪水预报数字模型、防汛风险

模型，提高洪水预报精度，加大预见期，扩大灾害预

测、评估范围，提高准确性；完善和改进水情、工情、

灾情信息系统，完善传输手段，实现防汛指挥决策及

管理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要依法在防洪规划或者

防御洪水方案中划定防洪保护区、洪泛区的范围，推

进社会化减灾措施，强化和规范河道、湖荡及岸线等

的开发管理。

! !$ 加强防汛抢险队伍建设

加快专业抢险队伍建设，提高机动快速反应能

力，是防汛抗灾工作的重要内容。应建立健全防汛

抢险队伍，将抢险队伍人员数量分解到镇、村、组，并

按照专业抢险队伍与群众抢险队伍相结合的办法，

继续加强防汛抢险机动队伍和抢险机具装备建设，

认真组织开展防汛知识更新与技能培训，适时开展

各种实战抢险演习，切实提高防汛抢险队伍的战斗

力以及应对突发险情的紧急处置能力。

! !% 进一步创新思路，加大投入

要根据“分级办水利”的原则，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明确各级水利建设与管理的工作责任，确定各级

投入比例，形成有体制保障、稳定可靠并与高淳经济

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水利投资机制。并积极争取国家

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充分利用水利现行政策，引导

农民开展规范的“一事一议”，筹集水利建设资金，增

加对水利建设的投入。

! !& 坚持防汛防旱两手抓，做好抗旱准备工作

在集中精力抓好防汛工作的同时，要高度重视

防旱工作。应结合开展县、乡河道疏浚和村庄河塘

清淤工程，对淤积严重的引水河道继续组织清淤，切

实增强引水和蓄水能力。同时密切注意天气、水情

变化，在用水高峰前，抓住降雨的有利时机，合理安

排好水库、塘坝的蓄水工作。加强用水管理，按照

“先生活、后生产，先地表、后地下，先节水，后调水”

的原则，统筹安排生活、生产用水，充分利用各类水

资源，做到科学用水，计划用水，节约用水，使有限的

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 !’ 加大宣传工作力度，提高社会抗灾水平

良好的宣传教育是提高防汛抗灾工作效能的重

要基础。充分利用广播、电视、高淳网等新闻媒体以

及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展《水法》、《防洪法》

等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和防灾、减灾知识的教育，

培养社会公众防灾意识，增强自救能力。逐步建立

洪水风险公示制度，增强公众活动的风险意识；建立

洪水影响评价制度，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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