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水务局召开全市水库安全度汛工作部署会

压实责任 强化措施   全面筑牢水库安全度汛根基
本报讯（通讯员 宋佳杰）4

月21日，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
长刘斌主持召开专题会，贯彻落
实水利部全国水库安全度汛视
频会议精神，部署2025年全市水
库安全度汛工作。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一级巡视员杨进怀，局
二级巡视员马法平，市水利中心
党委书记易忠，市水利中心党委
副书记、主任薛文政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水库
安全度汛形势，高度重视影响水
库安全的短板弱项，加紧推进除
险加固、隐患排查及预案修编
等工作；要全面压实水库安全度
汛责任，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
制，明确“三个责任人”“三个重
点环节”，建立岗位责任清单，提
高履职能力；要强化能力保障措
施，开展责任人专项培训，提升

防汛决策与应急处置能力。
会 议要求，要落实工程治

理措施，清理水库溢洪道内障
碍物，确保工程正常运行和行洪
通道畅通。大中型水库要按照
高程逐库开展排查，建立库区
淹没数据台账，完善群众避险
转移方案，动态管理防洪库容。
要推进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和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组织专家

开展专项论证，研究制定病险水
库安全度汛措施，制定“一库一
策”除险加固方案。

会 议强调，要 扎实做 好本
年度水库安全度汛工作，牢牢守
住水库安全底线。要贯通预报、
预警、响应、调度、抢险全流程，
明确不同量级降雨、洪水情景
下的水库调度响应以及预警措
施。要细化人员转移路线、安置

点设置、物资调配方案。要优化
土石坝水库“三断”自主调度抢
险措施，并逐库开展全要素、全
链条、实战化演练，提高汛期应
急处置能力，确保水库防洪运
行安全。

局总工程师、总规划师，局
机关相关处室，局属有关单位，
有关区水务局及企业相关负责
人参加会议。

市水务局领导班子赴密云水库周边镇村开展专题调研

基层调研摸水情  现场问需解难题

4月19日，2025年北京城市副
中心马拉松在通州运河河畔激情
开跑，万名马拉松爱好者穿越副
中心的多个核心区域，在奔跑中感
受运河的脉动。与此同时，由北京
市水务局、通州区水务局联合开
展的“节水行动 永不停步的‘马
拉松’”主题宣传活动也在赛事
现场同步进行。

本次活动通过节水宣传与体
育赛事的巧妙结合，进一步提升
了全民节水意识，倡导绿色生活方
式。活动现场设置了节水宣传展
台，参赛选手和市民在展台前有
序排队参与水务工作问卷调研，
还通过节水创意互动游戏学习节
水妙招，通过节水知识科普展了
解城市水资源现状。

 文/通讯员 刘瑶  摄/常鸣

本报讯（记者 郭媛媛）今
年是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
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回信五周
年，也是保证密云水库高水位
常态化运行的重要一年。4月
18日，局领导班子以局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的形
式，率队分赴密云水库周边镇
村开展水务业务专题调研。当
天下午，局党组书记、局长刘
斌在密云水库管理处主持召开
了局党组扩大会议，对调研情
况等事项进行了深入研讨。

本次调研共组建9个调研
小组，由局领导班子成员担任
各小组组长，局机关处室、局
属相关单位干部职工为组员，
直插基层一线开展现场调研。
调研力戒形式主义，轻车简从、
注重实效，是局党组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中

“一体推进学查改”工作要求
的具体实践。

调研组分别前往密云区石
城镇、穆家峪镇、溪翁庄镇等
7个镇的9个村开展工作。每到
一处，调研组都仔细查看供排
水设施建设与覆盖情况，详细
了解设 施 运 维 和 村民 实 际 使
用等情况。调研间隙，调研人
员俯下身子与群众促膝长谈，
与农户面对面拉家常。针对群
众反映的用水痛点，调研组当
场“把 脉问诊”，能 尽快 解决
的，立即责成相关部门加快推
动解决；需要统筹协调的，详
细记录在问题清单上带回去加
强研究，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
家门口，让水务工作充满民生
温度。

刘斌指出，此次调研是一
次生动的实践课，大家走出办

公室，跳出文件报表，真切触
摸农村水务现状，对深化民情
认知、提升业务能力有很大帮
助。结合此次调研，他要求，要
优先攻坚密云水库一级保护区
内的供排水能力提升问题，相
关处室要立即行动，摸清底数
和现状，形成“一村一策”有针
对性的初步解决方案。在此基
础上，统筹谋划全市供排水能
力提升问题，立足“城乡供排
水服务均等化”发展需求，尽
快制定全市系统性供排水能力
提升实施意见。此外，要建立
常态化调研机制，局党组将集
体选题，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真正把基层情况摸透、把
解决方案做实。

刘斌对今后水务工作的开
展提出具体要求，他指出，要主
动转观念、转思路、转方法，坚

决破除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
既要脚踏实地抓落实，也应放
眼长远谋发展；既要坚持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又要善于总结
反思，从全局角度思考问题，
避免“埋头拉车不看路”，确保
工作方向不偏、力度不减。要
始终保持“本领恐慌”的紧迫
感，把学习作为终身课题和履
职基础，既要深学细悟党的创
新理论和政策法规，又要精研
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既要认
真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又要主
动向专家请教、向基层群众问
计，切实增强服务群众的能力
和防范化解风险的本领。要坚
持“一盘棋”思想，持续加强沟
通协同，主动向前、互帮互助，
推动形成上下联动、左右贯通
的工作格局，奋力推动首都水
务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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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体育
永不停步本报讯（通讯员 王义军）

日前，水 利 部 海 河 委员 会、
北 京 市水务局、天津市水务
局、河北省水利厅等4家单位
联 合建 立“水美 京 津 冀 ”党
建 协作 机制，并在海 委机 关
召开第一次 联 席会，探 索 党
建协作与治水实践深度融合
的 方 法路 径，打造 跨区域党
建联建的新形态、新平台。

会议指出，建立“三地四
方”党建协作 机制是深 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
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治
水的重要论述精神的一项创
新举措。通过机制建设，将激
发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精气
神，进一步发 挥 基层党组 织
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推动形成一批最新治水成
果，为持续打造美丽宜居京津
冀作出新的贡献。

与会单位 共同签署了党
建协作机制框架协议。根据协
议，各单位将以党建协作机制
为平台，加强京津冀水利（水
务）系统各级党组织之间的交
流合作；围绕治水主题，定期
组织相关部门、单位之间开展
联学联建、主题党日、实践调
研；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共同
商讨解决各方关心和亟需解
决的难点问题。

会 议 强调，要通 过 机 制
共建、理论共学、人才共育、
资源 共享、问 题 共 解、发 展
共促等 长 效 机制，努力实现
京 津 冀 区 域 治 水 工 作 取 得
同心、同根、同源、同向、同
行、同力的良好成效。

会 议 强调，要 切 实 强 化
党 建 协 作 政 治 担 当 ，准 确
把 握 党 建 协作 重 点任 务，真
正 发 挥 党 建 协 作 的 功 效 和
作用，不断借鉴吸收 彼 此的
先进经验做 法，以高质 量 党
建 为引领，破 解海河流 域 特
别 是 京 津 冀 地 区 的 新 老水
问题。

“水美京津冀”党建
  协作机制正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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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丹婷 通讯
员 闫雪）4月22日，京冀两地共
同举办的“官厅水库生态环境
司法保护（修复）基地联合 巡
回审判点”设立活动在官厅水
库举行，这也是首个跨区域巡
回审判点。

官厅水库作为重要的水源
涵养地和生态屏障，其生态安
全 直 接 关 系着区域 可持 续 发
展。此次京冀两地法院、生态
环 境 及 水 务 部 门 打 破 行 政 壁
垒，联合设立“巡回审判点”，
标志着区域生态司法保护迈入
“一体化”新阶段。

此次建立的审判点，将聚

焦水域污染、非法捕捞、水生
态破坏等案件，实行跨域立案、
联合取证、协同执行，构建“预
防—惩治—修复”全链条司法
保护机制。北京市水利工程管
理中心主要负责人表示，官厅
水库不仅是水资源宝库，更是
区域 生 态 系 统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官厅水库联合巡回审判点
的成立，是水务与司法的紧密
握手，能进一步夯实水生态保
护工作的坚固防线。

立 案、取证、执行 过程中
面临的行政区域限制问题，常
成为跨区域生态案件办理的桎
梏，构建协同机制，实现“攥指

成拳”，是破题关键所在。“此
次联合巡回审判点的落实，能
有效推动联合取证，简化办案
流程手续，畅通信息沟通共享，
优化协调京冀执法力量，从而
缩短案件办理周期，极大提升
生态修复的及时性。”官厅水库
管理处主要负责人介绍，未来
官厅水库还将依托巡回审判基
地，开展生态法治教育、水务科
普研学，打造“水务+司法+公
众”的协同共治平台。

河湖无界，司法有为。多年
来，京冀地区坚定落实流域统
一治理，打破区域行业壁垒，陆
续推进“冀警入库区”、加强流

域综合执法等，推动构建流域
统筹、区域协同、部门联动的
管理格局，流域管理能力和水
平进一步提升。在各方共同努
力下，官厅水库及上游永定河
流域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
善，水质常年保持在Ⅲ类的良好
水平。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加，官
厅水库已成为候鸟迁徙过程中
固定的“中转站”。

启动仪式后，在官厅水库
增 殖 放 流司法 保 护 基 地 还 开
展了跨域司法协作增殖放流活
动，万尾鲢鱼、鳙鱼苗跃 入 水
库，将通过生物链调节水质，助
力水体净化。

京冀两地设立首个跨区域巡回审判点

密云水库
雏鸣鸟岛 

近日，密云水库鸟岛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育雏季节，岛上首批回归鸟类已顺利完成幼鸟孵化，目前
正陆续进入育雏期。密云水库鸟岛作为密云水库重要的鸟类栖息地，每年吸引大量苍鹭、白鹭、鸬鹚等候
鸟在此繁殖，种群数量稳定。生态管护员通过定期巡查和鸟类 AI 智能监测系统观察到，雏鸟健康状况
良好，成鸟育雏行为活跃。       

文并摄/通讯员 李婕

本报讯（通讯员 康琪）日
前，北京排水集团一季度固定
资产投资实现首季开门红，同
比增长5.77%。

为实现固定资产投资良好
开局，北京排水集团在加快形
成施工产值的基础上，编制完
成一季度“开门红”投资任务
分解清单，并将指标下达至各
相关部门及单位，为保障一季
度固定资产投资“开门红”任
务完成奠定基础。

作为海淀区污水处理厂设
备更 新改 造 工程的重要组 成
部分、市级重点工程，清河15
万吨（A、B）系列膜更新及附
属设备更新项目已完成25%进
度，预计三季度完成组装并通
过功能性测试。市级重点工程
槐房15万吨膜组器更新项目目
前已完成全部膜组器组装，正
在进行调试运行工作，将于本月
底前全部完工。

据了解，莲芳桥、西黄村、
玉海园东门三个积 水点治 理
工程是2023年国债项目，也是
2025年本市治水管水责任制
重点任务。莲芳桥积水点治理
工程 通 过在 莲芳桥下新建雨
水管沟，连通现况雨水管线，
解 决桥区鲁 谷大 街与莲 石东
路交叉路口的积水问题；西黄
村积 水点治理 工程通过 新建
雨水管线及雨水方涵等设施，
连 通并利用西黄 村砂石坑蓄
洪，解决西黄村地区两处积水
内涝问题；玉海园东门积水点
治理 工程是升级 改 造雨水系
统，通过新建雨水管线连通下
游金沟河路雨水设施，解决采
石北 路现况雨水排除 能力不
足问题。工程力争于今年汛前
全部完工，具备防汛功能，项
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区域道路
积水问题，降低城市积水内涝
风险。

 同时，作 为市级 重 点 工
程，2025年度排水管线消隐工
程已基本完成项目测绘，启动
设计招标，由各区分别办理规
划复函，预计今年完成100%
工程量。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
提 升城市运营保障 和公共安
全保障能力。

北排集团固定资产
投资实现“开门红”

河西支线工程顺利完成全线联合试运行
本市西部地区水资源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各小组注意，机组启动。”4
月10日上午9时，中门泵站试运
行工作组组长、河西支线项目负
责人赵亮一声令下，分布在沿线
6个调度点位、11个小组的工作
人员同时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中门泵站厂房传来嗖嗖的响声，
电机带动水泵飞速旋转，水流源
源不断地通过石门闸站溢流堰
被输送至永定河引水渠。

近日，北京市南水北调配
套工程河西支线工程顺利完成全
线联合试运行，标志着工程具备全
部建设功能，可向河西第三水厂、

首钢水厂 、门城 水厂输送“南
水”，同时为丰台河西第一水厂、
城子水厂、石景山水厂提供备用
水源，并具备反向输水功能，进一
步提高丰台河西地区、石景山区、
门头沟区的供水保障能力。

在中门泵站中控室，大屏幕
上的监控系统正在实时显示泵
组、供排水、排气阀井等设备运
行情况及相关技术参数。“联合
调试模拟工程运行工况，随时
根据水情变化调度沿线泵站机
组启闭，这就需要全线工作人员
紧密配合，是决定联合试运行能

否成功的关键。”赵亮介绍，三
座泵站分别设有中控系统，还有
一座总体调度中心，相当于实时
传输、计算、共享数据的“中枢
神经”，为运行管理提供决策依
据，从而实现工程整 体联合调
度，同时还具备预警功能，能够
协助技术人员迅速锁定、排除、
预防故障。

河西支线工程是本市南水
北调配套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输水管线全长18.8公里，设置3
座加压泵站、5处分水口、1座末
端闸站，自大宁调蓄水库取水，

通过3座泵站“接力”输送至沿
途水厂和终点三家店调节池。

据了解，第一级中堤泵站、
第二级园博泵站已相继投入使
用，中门泵站是 工程的第三级
加压泵站，设计流量5.2立方米/
秒，共安装4台卧式单级双吸离
心泵，此番首次投入试运行，与
另外两座泵站配合完成三级联
调，全线管道、闸站及相关设备
设 施全部投入运作，使河西支
线工程实现全线通水，具备为城
子水厂和石景山水厂供水条件。

在试 运行准备阶段，水务

建管中心提前一个月成立专项
工作组，组织各方编制试运行方
案，协调试 验用水源及排水通
道，对所有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和
预调试，确保万无一失。试运行
过程中，项目负责人和技术专家
全程现场指挥，为圆满完成试
运行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下一
步，水务建管中心将组织各单位
编制成果报告，尽快推进工程
验收和移交，做好建、管衔接，
为工程顺利投入运行管理奠定
扎实基础。
文/记者 王一涵 通讯员 季国庆 高韦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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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密云水库初现成效 

四月春深，在海淀北部水系柳林河上，迎来了尊贵的“访客”——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它黑羽白腹，身姿矫健，在河道中央踱步。它时而低头
搜寻水中美食，时而振翅低空盘旋，似在宣告对这片水域的青睐。这是黑鹳
首次在海淀区河道觅食，为这片水域增添了盎然生趣。

自海淀北部河道生态补水循环工程竣工通水后，通过11.7公里的管
道，反向补水至柳林河上游，让河道重焕生机。如今，这里水草丰茂，鱼
类繁多，成为珍稀鸟类的理想栖息地。就在观测到黑鹳的前一天，还发
现了罕见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靴隼雕。苍鹭、白腰草鹬、黄喉鹀等也常在
此现身。

近年来，海淀区持续推进“水清岸绿”行动计划，基本形成了互连互
通、亲水宜居、水城协调的水生态格局。如今海淀区6大生态循环补水网络
全部建成，40条河渠实现生态补水，有水河道总长度达到218.46公里，日
均补水量最大可达69万立方米，水面面积增至278公顷。这不仅为市民提
供了理想的休闲空间，也成为各种珍稀动物栖息的生态基地。

“我们致力于守护清清河水，孕育盎然生机。”海淀区水务局相关负责
人李苑菁表示，未来，海淀区将继续加强生态修复与保护监测，让这片水
域成为更多珍稀动物的家园，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提升的双赢。

碧水盈盈润京华  生态向好焕生机

暮春时节，密云水库一派
湖光山色。放眼白河主坝，一排
身材颀长的“卫士”整齐列队。
“这些‘卫士’是守护坝体安全
的GNSS变形监测设备，也是
密云水库数字孪生项目中感知
能力提升的基础。”郝皓介绍，
不论是 水平 位 移 还 是 垂 直 沉
降，哪怕毫米级变形都难逃它
的“慧眼”。目前已在水库7座
大坝及2座溢洪道安装194套
GNSS变形监测设备，可以24
小时不间断地监测变形情况，
一旦察觉异常随时发出预警。

在白河主坝左右岸，一个个
“长”在边坡上的“小蘑菇”同样
引人注目。这是密云水库管理处
在易滑坡点位布设的大坝山体
隐患智能监测设备——倾角加
速度监测智能传感器，能够实时
“诊断”边坡的滑坡风险。

站 在 巍 峨 的 大 坝 上，俯
瞰 四周碧波 万 顷。自2 0 21年
以来，密云水库连续多年保持
高 水 位 运 行 工 况，水 库 防 洪
安全、工程安全面临着全新挑
战，加快水库的数字化、智能
化管理迫在眉睫。“过去大坝

监测主要依赖于人工，囿于人力
监测的局限性，难以实时反映
大坝运行状态。”数字孪生办公
室工作人员介绍，有了变形、滑
坡、强震等自动化监测手段加
持，足不出户便能掌握大坝“健
康”状况，及时将安全隐患消除
于未萌之时。

“监测感知是打造数字孪
生的前提和基础。”郝皓介绍，
密云水库管理处引入遥感、物
联网、北斗卫星等新兴技术，
率先完成工程安全感知能力提
升。此外，对流域内的雨量站、
水位站进行升级改造，加密布
设库区内水质监测及视频监控
设备，好比装上全方位的“感
知触角”，精准捕捉水库的每
一个细微变化。

“伴随 监测感知能力的全
面提升，大数据传输和管理成
为严峻的考验。”工作人员介
绍，为此密云水库管理处同步
打造算力中心。如今的核心机
房焕然一新，一条稳定的信息
“高速路”已经铺成，让海量
数据与数字世界里的水库连接
更顺畅。

水生态水生态
生生不息

打开密云水库数字孪生系
统，只需轻移鼠标，大坝、闸门、
溢洪道等栩栩如生的三维场景
映入眼帘，水库入库流量、出库
流量、水质在线监测、大坝变形
监测等数据实时持续跳动。

作为首都防汛“顶梁柱”，
密云水库发挥着拦洪蓄水的重
要作用。面对汛期复杂多变的
雨水情，数字孪生系统有望提
前“锁定”洪水发展态势，成为
“智”驭洪水的一大“利器”。

“不久后，在密云水库数字
孪生系统里，闸门开启下泄、洪
水行进路线、河道水深、可能淹

没村庄、影响人口及房屋面积等
可以直观显示。”郝皓说，密切
结合水库蓄水及雨水情变化等情
况，工作人员可以在数字空间进
行实景预演，并经过反复推演后
推荐最优调度方案，为精准蓄泄
洪水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郝皓介绍，除了科学支撑流
域防洪减灾，数字孪生技术还将
在水资源精准调配、水生态空间
管控、水环境监测分析、工程安
全监管等领域大显身手。“为便
于工作人员随时随地进行操作，
数字孪生密云水库的移动端也
在同步开发中。”郝皓说。

作为北京市水务数字孪生
试点之一，数字孪生密云水库
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部完成。
“秉承‘好用、实用、大家用’
的原则，数字孪生密云水库将实
现对水库库区及主要工程设施
的全方位实时动态监管，为水库
立体化监控、数字化分析、智慧
化决策提供有力支撑。”郝皓表
示，相信数字孪生这一新质生产
力将为密云水库的智慧管理注
入新动能，同时充分发挥“先行
先试”的示范效应，为其他水库
工程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
可参考的样板。 文/记者 张雅丽

当天气预报有强降雨时，上游会来水多少？水库应当何时泄
洪？闸门开几孔？开到多大？……面对这些精准蓄泄洪水难题，数
字孪生工程的建设有望给出“最优解”。密云水库管理处数字孪生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郝皓介绍，在市水务局和市水利中心的统筹指导
下，密云水库管理处自2024年3月起打造数字孪生工程项目试点，经
过一年多的建设已初现成效。

“感知触角”无处不在

数字世界“再造水库”
所谓数字孪生密云水库，

即在数字世界打造一个“一模一
样”的密云水库，并借助孪生体
来研判各种因素对水库的影响，
这离不开真实的数据底板作为
支撑。郝皓介绍，数字孪生密云
水库的建设，不仅融合了实时监
测数据，同时立足业务需求，收
集、整理、治理各类基础数据，形
成集水库基础信息、历年洪水实
测资料、地理空间数据及BIM三
维实景信息于一体的数据库。

“只有凿实数据底板，数字
孪生的建设才能稳扎稳打。”工
作人员介绍，夯实多源异构数据
基础，密云水库的数据底板已
初步搭建，基本实现“流域-库

区-工程-站点”的多层级、多维
度数字化映射，初步汇聚结构
化数据超1亿条，完成图片、文
本、视频等超过3TB的非结构
化数据汇集。

要想真正实现水库的数字
孪生功能，还需依托模型这一超
级“大脑”进行数据的处理、分
析。郝皓介绍，工作人员正加紧
对新建的水利专业模型、智能模
型、可视化模型进行优化调试。
“模型需要在不断‘训练’中‘成
长’，换句话说，就是要积累足够
多的案例场景，场景样本越多经
验就越丰富，模型运算的精度也
会随之提升，助力洪水预报预警
等更加精准。”

“密云水库的历史最高水位
是多少？”“实时雨水情监测数
据是多少？”……一旦抛出问题，
密云水库数字孪生知识平台会
在分秒间作出回应。技术负责人
刘岩介绍，我们为密云水库“量
身定制”了一款智能知识平台，形
成囊括防汛调度规程、历史洪水
情景等11类内容的“百科库”，
并将持续拓展知识储备，当好水
库运行管理的“专业参谋”。

“以数字化为牵引，目前已
完成数字孪生密云水库的数据
底板、模型及知识平台等初步部
署。”郝皓介绍，紧密结合水库实
际运行管理业务，下一步将加快
推动数字孪生场景的落地应用。

孪生场景“眼见为实”

延 庆的白
河堡水库泛起
粼粼波光，一只
康复的丘鹬振
翅掠过针阔混
交林，留下灵动
的剪影。海淀的
柳林河畔，一只
黑鹳俯冲入水，
长喙精准衔起
一尾小鱼。这两
处相距百里的
水域，以鸟鸣鱼
跃的生态图景，
悄然诉说着北
京水生态治理
的动人故事。

“翅膀上的伤口已经结痂，飞行姿态也稳定了。”白河
堡水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轻轻托起一只身披黑、金及褐
色条纹的丘鹬，眼中满是欣慰。这只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因翅膀受伤跌落浅滩，经过紧急救治与悉心照料，终
于能重返山林。

白河堡水库作为北京市重要水源地之一，以其广袤
的针阔混交林与湿地草甸，构筑起独特的山地河谷生态
屏障。近年来，延庆区水务部门与上游云州水库及属地
政府携手，建立了跨区域水环境管护机制，组建24小时
巡查队伍，并依托全流域视频监控系统，实现了从水源
地到汇水区的网格化管理保护。如今，库区水质常年稳
定在Ⅱ类标准以上，落叶松、桦树、山杨等天然林带郁郁
葱葱，库滨湿地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

疣鼻天鹅、苍鹭等水鸟种群数量逐年增加，林缘地带
常见松鼠、獾子、野猪活动痕迹。这些野生动物的频繁现
身，是库区生态系统完整性提升的直接体现。“良好的自
然环境需要全社会共同守护，希望更多人加入水环境保护
行列，与野生动物和平共处，守护绿水青山。”白河堡水库
管理中心主任关宏的话语，道出了所有水务人的心声。 文/ 记者 张爽 通讯员 刘新慧 陈乾阔

山水织锦绣  生态护家园 碧水映新城  生态绘蓝图延庆 海淀

摄 / 袁鹏



基层 2025.4.23/星期三
编辑/张爽04水

6000余人坚守   迎战狂风“大考”

近日，北运河管理处联合
廊坊市水利局、潮白河管理处前
往北运河流域京冀段，对重点
水利工程开展汛前协同调研。调
研组来到土门楼泄洪闸、潮白
河吴村闸、牛牧屯引河闸及新建

兴各庄闸等关键点位，实地查看
工程改建进展，详细了解工程后
期控制运行方式、汛前安排以及
汛期应急保障措施等情况。

参与调研单位就水利工程建
设期间，水资源调度保障与汛期

洪水联合调度等工作达成共识，
提出要强化工程建设监管，深化
信息共享机制，确保安全度汛。

此外，参与调研单位 还围
绕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展
开交流探讨，提出要立足京津

冀协同发展大局，创新“运河+
文化”融合模式。通过完善运河
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优化通航
调度与生态补水、挖掘漕运历史
内涵等举措，让更多人感受运河
文化魅力。    文/通讯员 杨东明

多部门联合汛前调研  共护流域安全度汛多部门联合汛前调研  共护流域安全度汛

4月12日中午12点，京密
引水管 理 处 龙山管 理 所内，
主 班 值 班 员 刘 桂 溥 全 神 贯
注，通过监控与人工复核，仔
细记录水位信息，并上报至管
理处调度运行科。副班王嘉伟
紧 盯 视 频 监 控 屏 幕，突 然 大
喊：“快看，两棵 树 木倒伏导
致怀昌路 阻 断！”画 面中，两
棵粗约30至40厘米、高约30
米的树横倒在路中，导致交通
受阻。

面对突发险情，龙山管理
所立即启动应急抢险预案。在
风势稍缓后，抢险人员如离弦
之箭，奔赴现场。他们手持电
锯，动作熟练，争分夺秒地将
倒伏树木分段切断，快速清理
至路边。经过紧张作业，道路
交通恢复畅通。“我们安排两
支抢险队伍随时待命，在重要
水工建筑物点位配备挖掘机、
吊车等大型抢险机械，确保一
旦发生险情迅速响应。”龙山
管理所负责人介绍。

早在大风来临前，京密引
水管理处便“未雨绸缪”。运维

人员忙碌穿梭，对树木的干枝
死叉进行清理，减少潜在安全
隐患；在重点桥头路口，工作
人员张贴宣传标语，提醒市民
注意安全，并耐心劝离林带内
车辆。同时，对运行的重要水
务设施，如闸门启闭机和清污
机，提前进行调试检查，确保
关键时刻能够正常运转。

在险情最为严重的京密引
水渠海淀段，近200株倒伏树
木 和40余片受损护网形成复
合险情。管理处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抢险预案，迅速调配起重
机、吊车等大型机械设备，抢
险人员紧张有序忙碌。他们利
用油锯等设备对倒伏树木进行
先期处理，再通过运输车辆进
行集中收集处置。

据统计，京密引水渠沿线
累计近400株树木倒伏，60余
片护网受损。管理处及时组织
力量对倒伏树木进行清理，经
过连续奋战，截至4月15日，京
密引水渠沿线倒伏树木已全部
清理完成，护网全部换新，确
保了京密引水渠的安全运行。

近日，清河老河湾生 态
治理工程项目办公室人员组
织相关单位，对施工2标的鲁
疃西沟改造、人行桥5号轴承
台钢筋、新建清污平台钢筋
模板等进行首件验收。

验收组 对钢筋原材、砌
石原材等相关进场资料进行
审阅，并对砌石平整度、砌石
质量、钢筋绑 扎、模 板 支 撑
等相关部位进行检查。经多
方检查，确认所有指标均符
合设 计要求，同意进入下一
道工序。验收组还对下阶段
混凝土养护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确保施工顺利进行。

清河老河湾生态治理工
程作为温榆河公园二期的重
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进一
步完善温榆河公园防洪体系
和水生态布局，实现温榆河
公园行洪、分洪、蓄滞洪及运
行调度功能，提升城市副中
心防洪能力，增强区域生态
服务水平。

文/通讯员 李东

清河老河湾施工2标
多项通过首件验收

在玉带河大街与芙蓉西路
交叉口西北侧的通州区新增海
绵城市项目施工现场，整个施
工基坑被巨大的基坑气膜所覆
盖。这个全国首例在施工全周
期应用基坑气膜技术的项目，
在大风中的表现，成为众人瞩
目的焦点。

现场风力强劲，狂风呼啸
着，仿佛要将一切吹倒，但气膜
在大风中只是轻微摆动。一旁
的旋转门作为气膜通道，通往
气膜内部，平衡着内外的气压
差，确保气膜在大风中保持稳
定。而此时的气膜内部，与外面
的狂风呼啸形成鲜明对比，这
里安静有序，各项施工设备摆
放整齐。

通州区海绵城市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陈博介绍，“基

坑气膜具备强大的抵御能力，
无论是狂风还是雨雪天气，都
能 为工 程 施 工 提 供 可 靠 的 保
护。不过，此次大风橙色预警风
力强劲，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决
定暂时停工清场。”

经专业分析，此次 大 风使
基坑气膜存在两大主要风险：
一是大风会使气膜上部位移量
增大，二是外部被吹起的锋利
物可能划损气膜。为应对这些
风险，通州区 水务局打出了一
套行之有效的防范“组合拳”。
施工团队增加气膜内部充气通
量，将压强从240帕提升至400
帕，有 效减 少风 阻、增 强稳 定
性。同时，加强 外围巡 查 和隐
患排查，对周边可能威胁气膜
的树木、堆料、临建等提前进行
了固定。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

值班制度，并与消防、园林、属
地等部门建立联系机制，确保
问题出现时能第一时间上报处
置。一旦气膜撕裂，将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启动备用风机维持
气压，防止气膜进一步撕裂。

从 外观上看，基 坑气 膜 宛
如一个被吹起的巨大气球；从
内部看，又似一把被撑开的大
伞。它不仅防尘降噪，更在特殊
天气中为施工撑起了一片安全
的天空，稳稳守护着通州海绵
工程的安全。

在这场狂风“大考”中，全
市水务系统各单位齐心协力、各
展所长，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水务
担当，为城市的安全稳定运行
和市民的正常生活保驾护航。

文/记者  张爽  
通讯员 韩翟  张立  刘瑶

4月11日至12日，一场罕见
的极端大风天气突袭北京，本
市紧急发布近10年来首个大风
橙色预警。在这场与狂风的较
量中，全市水务系统围绕防风
重点领域，明确风前“防”、风
中“避”、风后“抢”的防范应
对策略，确保各级力量“在岗、
在职、在责、在状态”。全市水

务系统6000余名值守人员坚守
岗位，860余辆车辆装备随时
待命，4.3万余套应急设备整装
待发。累计出动巡查排查人员
4211人次，重点对水利工程及
管理范围内设施、林木养护、水
上活动、涉河穿跨临接工程等
进行排查，为城市正常运转和
市民生活提供坚实保障。

京密引水管理处

干线管理处

通州区水务局

风中抢险守护生命线

应急调度供水保卫战

基坑气膜筑稳安全屏障

4月12日傍晚，狂风在城市
中肆虐。在干线管理处的调度中
控室内，调度人员目光紧锁监控
屏幕，密切关注大宁调压池的各
项运行参数。突然，电话铃声急
促响起，打破了中控室的宁静。
“为确保城区供水安全，现启动
大宁水库泵站反向供水。”调度
人员迅速接收来自市水调中心
的调令并传递指令，干线管理处
立即启动供水应急调度预案。巡
查人员开展行动，对大宁调压池
的运行工况进行巡查复核。不一
会儿，对讲机里传来巡查人员的
声音：“调压池目前运行正常，各
孔闸门均具备操作条件。”

与此同时，负责与兄 弟单
位联络的工作人员也在紧张忙
碌。他们坐在电脑前，手指在键
盘上飞速敲击，与兄弟单位沟通
补充水源的水情信息。“务必精
确计算4孔供水闸门的实时开
度，确保万无一失！”调度人员
仔细核对着各项数据，眼神中
透露出专注和坚定。

经过调度、运行及巡查人
员的不懈努力，大宁调压池的退
水闸门与大宁水库泵站成功实
现高度协调联动。大宁水库的
调蓄水源安全、顺畅地补充至
大宁调压池，在不影响南干渠
方向供水的前提下，有效增加了

向城区方向的供水水量。
“南水北调外调水源、本地

水源与地下水源三者联合调度，
确保了大风期间北京供水的安
全稳定。”调度人员说。截至次
日4点20分，此次应急调水持续
了约10个小时，利用大宁水库
调蓄水量约49万立方米，满足
了城区水厂的取水需求。

干线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 次 应 急调度 工作，是自
2008年大宁调压池运行以来，
首次利用大宁水库泵站加压接
收大宁水库反向供水，是对南
水北调干线及配套工程安全运
行的实战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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