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江流域汛情解惑
問：近期雨情與1998年同期相比如何？

答：今年6月27日至7月9日的中國南方暴雨強度為1961年
來第五強（1998年第一）。與1998年洪水時相比，今次
暴雨過程具有持續時間長、影響範圍廣等特點。

問：為什麼今年 「梅雨」降水偏多？

答： 「梅雨」 是指在每年6月初到6月中旬於長江中下游地
區等地形成的持續陰雨天氣。而今年江南地區的梅雨比往
年偏早了7天，且梅雨鋒偏強，導致降雨異常偏多。

問：未來雨帶如何？防汛壓力會否減輕？

答：7月13日至16日，主雨帶將南落至長江中下游地區。
即使7月中下旬雨帶東段北移，長江中上游地區的明顯降
水依然會給水位高位運行的江河庫湖帶來威脅。

資料來源：中國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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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萬人抗洪 守護八百里洞庭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地處太行山區的
山西省晉中市左權縣，不僅是聞名全國的革命老區
，也是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麻田鎮更是全縣重點
幫扶的貧困鄉鎮。發展產業才是穩定脫貧的根本出
路，具有藥用價值和生態價值的連翹（圓圖）成了
當地首選的脫貧產業。其中，山西省政府辦公廳駐
左權縣麻田鎮幫扶工作隊幫扶澤城、郭家峪、北艾
鋪等貧困村發展荒坡人工栽植連翹9000畝，北艾
鋪建成標準化連翹示範園50畝，帶動貧困戶戶均年
增收2000元（人民幣，下同）。小小連翹成為太
行山區的 「搖錢樹」 ，「撬動」深山的大產業。

「雞叫三遍天下白」 。凌晨五點，當雞叫第三
遍的時候，江彥風起床開始準備上山的東西。江彥
風是山西省晉中市左權縣麻田鎮郭家峪村人，有着
二十多年的採摘野生連翹經驗。7月，正是採連翹
的好時候。素有 「太行山上小江南」 之稱的麻田鎮
，漫山遍野的連翹，成為當地村民的 「搖錢樹」 。

江彥風告訴記者，採連翹的松樹峧離村裏只有
五里路，路途不算遠。年輕的時候，她們會去十
幾公里外的山上採連翹。凌晨四點起床，晚上十
點多才能回到家。那時候一天能採50斤連翹，
收穫頗豐，但也異常辛苦。那個時候， 「月亮扎到
頭上」 才回到家。江彥風回憶起十幾年前採摘連翹
的經歷，感慨萬分。 「要背着一袋子連翹翻山溝，
可受罪了。」

左權縣麻田鎮扶貧站站長劉明華介紹，麻田鎮

連翹以野生為主，全鎮境內野生連翹面積3萬餘畝
，年產連翹約500噸，是名副其實的連翹大鎮。麻
田鎮家家戶戶或多或少都採摘野生連翹補貼家用。

每日收購上千斤
麻田鎮熟峪村村民胡彥忠每天晚上都會來

郭家峪村收購連翹，一天能收一千斤
左右。胡彥忠介紹，當地村民平
均每人每天能採25斤左右的連
翹，僅憑此項，年收入能達
到五六千元。

「目前，麻田鎮的人
工種植加野生連翹，共15
萬畝，收入非常可觀。」 麻
田鎮黨委書記崔波告訴記者
，連翹是當地重要的經濟作物
，種植成本低，種植技術較為簡
單，在實現荒山綠化的同時，又能實
現經濟收益。

據介紹，連翹種植一次就能獲得可觀的經濟效
益。一般情況下，當連翹進入初果期，每年的收入
約為1200元／畝；一旦進入盛果期的話，能夠達
到2000元左右／畝。整體經濟效益和種植一般農
作物相比較可增加600元，帶動貧困戶脫貧致富。

「等到幫扶隊為我們村種植的連翹掛果後，就
不用再跑到深山裏採摘了。」 江彥風說。

【大公報訊】近日，長江流域及鄱陽湖、洞庭湖、太湖等大
江大湖因暴雨侵襲連續超警，各地幹部群眾正奮力搶險。而中國
氣象局13日亦發布預報，未來3天，長江流域還將有新一輪大範
圍強降雨，長江中下游地區防汛形勢十分嚴峻。其中，位於湖南
北部的洞庭湖每日動員近20萬人在千里水線上巡查守護家園，隨
時處置險情。

暴雨續襲中下游 長江湖區汛情告急

綜合澎湃新聞、記者江鑫嫻報道：
洞庭湖是中國第二大淡水湖，歷史上曾
號稱 「八百里洞庭」 。湘資沅澧四水及
長江來水連日來傾注入湖，形成 「上壓
下堵」 局面，整個洞庭湖區普遍維持高
水位，多個水文站連續突破 「警戒」 「
超警戒」 乃至 「保證」 水位，防汛形勢
緊急。

湖區各地聞汛而動，每日近20萬幹
部群眾在千里水線上巡查防守，已消耗
砂石料25萬多立方米、彩條布46萬多平
方米、編織袋78萬個、出動車船1.5萬
輛次，及時處置了108處滑坡、管湧、
散浸等險情。

花甲老人自願上堤巡邏
自7月4日上堤巡查以來，年逾花甲

的黃新田吃住都在大堤，只回家取過一
次勞動工具。兩鬢斑白的他，穿着防雨
服，不時敲擊着腰間的 「梆筒子」 。清
脆的聲音時刻警醒着岸邊的人們。

「我們上堤巡邏，也是保護自己的
家園。1996年夏天，洞庭湖洪水滔天
，漫過大堤，淹沒了我的房子、稻田。
很多人在那場洪災中失去了自己的家園
。洪水把我們害慘了！」 黃新田說， 「
今年洪水大，我自願來巡堤，為抗洪出
一點力。」

在洞庭湖中的 「孤島」 澎湖潭垸大
堤上，每天都有100多人拉網式巡查可
能出現的險情。78歲的鄒閒仙老人，在
島上生活了半個多世紀，抗洪經驗十分
豐富。他感慨地說，現在的抗洪條件比
過去好多了，大堤上每隔50米安裝了路
燈，大家告別了用手電筒和馬燈夜晚巡
堤的歷史。

巡堤的幹部群眾，不分晝夜分堤段
排成一排，用手裏的鋤
頭、鐵鍬、鐮刀清理
雜草，緩慢地挪
動着，銳利的目
光掃過草叢、堤

坡、溝塘，不放過任何可疑隱患。
位於岳陽的洞庭湖水文站城陵磯（

七里山）站被稱為洞庭湖及長江流域水
情 「晴雨表」 ，12日洪峰水位34.58米
，達史上第六，超過警戒水位2.08米，
超過保證水位0.03米。截至13日21時，
水位仍達34.39米。湖南省防汛專家提
醒，洞庭湖區目前水勢雖呈緩慢下降趨
勢，但仍處於高洪水位，加之後期降雨
來水具有不確定性，湖區防汛萬不可掉
以輕心。

防汛壓力月內不會減輕
長江水利委員會預測，未來2到3天

，長江中下游各江段將迎洪峰，洪峰將
相繼通過中下游幹流各個江段，漢口、
九江、大通等主要控制站的洪峰水位均
將位居歷史前列。有分析指，即使7月
中下旬雨帶東段北抬，長江流域防汛的
壓力並不會減輕，中上游地區的明顯降
水依然會給水位高位運行的江河庫湖帶
來威脅。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 「打不贏脫貧
攻堅戰，就對不起這塊紅色土地」 「一定要把 『
貧困大山』 變成 『金山銀山』 」 ……山西省政府
辦公廳駐左權縣麻田鎮幫扶工作隊的一句句脫貧
誓言響徹太行山巔。

群山環繞的麻田鎮郭家峪村共有村民256戶
718人，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163戶420人，是
2015年山西省政府辦公廳正式對口幫扶的麻田
鎮7個貧困村之一。 「這些村幾乎沒有可發展的
產業，就連基礎設施都不完善。」 面對難題，山

西省政府辦公廳駐左權縣麻田鎮幫扶工作隊隊長
郭宏偉立下軍令狀，誓言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

2016年年底，郭宏偉邀請農業專家進村入
戶實地調研，確定了發展 「經濟林、中藥材、特
色養殖」 的產業扶貧思路。2018年底，包括郭
家峪村在內的7個貧困村全部脫貧摘帽，總的貧
困發生率由42%降到0.42%。7個幫扶村脫貧後
，工作隊引導幫扶村積極融入 「太行旅遊板塊」
，進一步有效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變 「綠水青山
」 為 「金山銀山」 。

脫貧誓言 把窮山變金山銀山

太行山搖錢樹：小連翹撬動大產業

村書記奮戰三日三夜守防線

▲7月13日，在江西省
九江市永修縣三角鄉，
救援人員將一名村民背
下橡皮艇 新華社

▲7月13日，湖南省岳陽市岳陽樓景區的 「點將台」 被洞庭湖湖水浸泡。小圖
為枯水期時，岳陽樓景區前的洞庭湖水位明顯比現時低得多 新華社

▲7月11日晚，工作人員和群眾在岳陽
市君山區的洞庭湖大堤上巡邏查險

新華社

◀胡彥忠每天都會來郭家
峪村收購連翹，一天能收
購千斤左右 中新社

▲山西省直駐左權縣幫扶大隊在
麻田鎮澤城村調研

中新社

7月12日，江西省
鄱陽縣雙港鎮雙豐村黨
支部書記彭芳臘已經三

天三夜未曾合眼，但讓彭芳臘痛苦和辛
酸的，不是身體的疲勞，而是沒能守住
雙峰南圩堤。

7月10日，彭芳臘站上了雙峰南圩
堤，開始 「守堤」 。洪水徹底衝破圩堤
的一刻，彭芳臘正和11個武警官兵在做
最後的修補努力。那是11日凌晨4點過
，彭芳臘記得，那時河水的水位線逼近

了堤壩高度， 「突然又掛起了風，大風
一颳，水漫過來，機器吃不消，漏洞也
突然變大，水沖了進來……」

嘩嘩的水聲中，彭芳臘聽得有指揮
員吶喊： 「找制高點，這裏已經保不住
了，先保人吧！」 熟悉地形的彭芳臘，
衝着周圍的11個年輕戰士喊： 「跟着我
，不用怕！」 就這樣，他帶着一眾人沒
命地跑，一口氣跑到了5公里外。

「當時的情況是人越想跑越跑不動
。」 直到現在，他的腿還在酸痛中， 「

如果晚走一步，害了官兵們就……」 他
哽咽了。

阻隔在洪水與博士水庫之間的堤壩
，被村民視為 「第二道防線」 。武警官
兵們正在幫忙增加沙袋，加固、增高堤
壩。

7月12日晚飯時間，彭芳臘在守護
的 「第二道防線」 堤壩上，吃了晚飯。
「我們是有信心的。」 彭芳臘再次給自

己打氣， 「擋得住，一定擋得住。」
（封面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