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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裕安区“汲河7·20”特大洪水的抗洪实践与思考

卢兴兵

六安市裕安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安徽裕安　237001

摘　要：2020年汛期，安徽省裕安区受强降雨、上游来水、下游淮河城东湖蓄洪区洪水顶托等影响，汲河流域发生

超保证水位且持续时间达74小时的特大洪水，固镇自动监测站水位最高时超保证水位达1.41米，汲河堤防多处出现

渗漏溃堤险情，洪水漫堤漫坝，裕安区汲河沿线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固镇街道最深处水深达3米，整个街道被淹。

对汛前防御准备、安全度汛检查、应急救援及协调组织指挥调度等抗洪抢险实践进行总结和思考，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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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年安徽省裕安区境内汲河流域发生流域性特大

洪水，7月17日18时至19日18时，汲河流域48小时最

大降雨量狮子岗站641mm，平均降雨量超过381.2mm，

48小时降雨量超过常年降雨量的50%，单站降雨和平均

降雨均创有水文资料记录以来最大值，超百年一遇。强

降雨持续至21日5时渐止，受强降雨、上游来水、下游

淮河城东湖蓄洪区洪水顶托等共同作用影响，汲河自江

家店至城东湖段全线超警戒水位，其中汲河固镇监测站

最高水位达27.83米超保证水位1.41米，且超保证水位持

续时间长达74小时，汲河流域汇水量达到3.5亿立方米，

同时受城东湖蓄洪区高水位顶托，汲河水位猛涨，多处

出现渗漏溃堤险情，接着洪水漫堤漫坝，固镇镇地处汲

河入城东湖前端，受灾严重，固镇镇最深处水深3米。

“汲河7·20”洪水降雨量和水位流量均创有水文资料记

载以来最大，超百年一遇，即“汲河7·20”特大洪水。

“汲河7·20”洪水影响大、范围广、成灾重、损失大。

汲河沿线4个乡镇全部受灾，累计受灾人口21.8745万

人，紧急转移人口4.409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39846.7

公顷，绝收面积12039.41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4.9817亿

元。“汲河7·20”洪涝灾害为近年来裕安区遭受的最严

重的洪涝灾害。

1 汲河概况

裕安区位于安徽省中西部，大别山北麓，六安市区

以西，全区总面积1926平方公里，辖22个乡镇（街），

一个高新区，人口105万人，山区、岗区、湾畈各占

1/3，地势南高北低，河流水系发达。汲河发源于裕安区

石婆店镇三仙山，向北流经石婆店、骆家庵、银岗，穿

过汲东干渠吴家岸渠下涵至资圣寺，过资圣寺后，成为

裕安、霍邱两地的界河，汲河左岸自上而下先后有漫流

河、一道岔、二道岔、油坊河来汇，西汲河和东汲河交

汇于固镇三岔，转向东北方向汇入城东湖后入淮河，河

流全长102Km	，流域面积864Km2。流域内石婆店镇、江

家店镇汲河段无防洪工程堤防，槽呈高坎深沟，沟深

4～ 5米，冲刷严重。过洪集后，折向东北经储渡口，油

坊河汇入。自此以下至固镇三岔，两岸有防洪堤，防洪

标准为10年一遇、20年一遇，堤距300 ～ 500米，河槽

宽20 ～ 50米，水深2 ～ 5米。三岔以下，河宽56 ～ 74

米，至裕安、霍邱交界，堤距为350 ～ 150米，最窄处

砖洪集不足100米，保护下游右岸西河口圩等圩区20年

一遇淹没范围7.89Km2，保护人口1.89万人，保护耕地

24113亩。

2 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开展情况

2020年入汛以来，裕安区汲河流域普降特大暴

雨，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汲河流域发生了

“7·20”特大洪水，裕安遭遇百年一遇洪涝灾害。面对

突如其来的特大洪涝灾害，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

全力抢险”的16字方针，市委书记及市长亲赴一线调度

指挥，市公安、消防、城管等多部门纷纷火速支援抗洪

抢险救援，全区上下不等不靠、争分夺秒，迅速落实防

汛抗洪抢险应急救援等各项工作。

2.1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2.1.1及时调整指挥部成员及其分工

2019年国家大部委改革，防汛抗旱指挥部（防指）

职能由水利部门划转到应急部门，根据机构改革防汛抗

旱职能划转和人事变动，本着编随事走，人随编走的原

则，及时调整了区防指及5个前线指挥部领导组成人员

和分工，明确了防汛抗旱岗位责任制和分工包保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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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落实防汛抗旱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制和分部门工作责

任制。

2.1.2及时调整防汛办机构设置，理顺工作关系。

2.2围绕目标，充分准备

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扎实做好

防汛抗旱、抢险救援、指挥调度等各项准备工作。

2.2.1防汛抗旱预案修订到位

根据应急与水利防汛抗旱职责分工专题会议纪要要

求，区应急局通过政府采购，依据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编制

规范导则修订了裕安区级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裕安区抗旱

专项预案及裕安区防台风应急预案。区水利局负责修订了

裕安区城东湖蓄洪区运用预案及人员转移操作手册，淠

河、汲河等8条中小河流安全度汛应急预案，全区243座

小水库防汛抢险应急预案及运行调度方案，针对5个山区

乡镇编制了1个区级、5个乡级、77个村级山洪灾害防御

工作预案。经过设计单位修订完善、专家评审、预演推

演，提高了预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1。

2.2.3应急抢险队组建到位

为提高防汛抢险应急救援能力，拓展救援力量，区

防指深入乡镇一线，指导各地加强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建

设，以乡镇民兵为主体，全区共组建了26支655人的防

汛应急抢险队伍。同时积极探索社会救援力量参与抗洪

救援，鼓励支持社会企业和民间组织自建应急救援力量

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及民间救援队伍在机械设备和技术

上的优势。

2.4果断处置，全力抢险救援

“汲河7·20”洪水发生后，防汛指挥长全部现场靠

前指挥，严格落实“区包乡、乡包村、村包组、党员干

部包群众”四级包保责任制，包保干部全部一线参加抗

洪救援。7月18日始，固镇汛情紧急，党委政府主要领

导赶赴固镇镇坐阵指挥，率先组织固镇镇党员、干部、

民兵约1100人抗洪抢险；省市抽调公安干警、武警官

兵、消防官兵、城管队员、卫生防疫、工程通信等1540

余人紧急支援；蓝天救援队及其他社会救援力量400余

人也闻讯火速赶赴救援现场，投入抗洪抢险救援。“汲河

7·20”抗洪抢险，投入救援冲锋舟、橡皮艇共计200余

艘，救援力量3000多人，紧急转移被困群众43165人。

2.5妥善安置，保障基本生活

截至7月21日晚5时，全区所有受困群众全部转

移安置到位，共紧急转移安置43165人，其中集中安置

6147人，分散安置37018人。为确保转移群众基本生活

得到保障，紧急调拨5000箱方便面、4000箱面包、2500

箱矿泉水、300顶救灾帐篷送至受灾较重的固镇镇，同时

社会各界也在积极向固镇镇捐赠各类救灾物资。所有集

中安置点均有后勤服务组、医疗保障组、治安维稳组负

责管理服务，生活物资充足，食堂统一配餐，做到群众

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地方住、有病能及时

治疗、有卫生防疫“六有”保障，服务周到，管理有序，

群众满意。7月23日，国家应急管理部救灾司方司长到

固镇镇调研督导防汛抢险工作，实地查看了镇区受灾和

集中安置情况，对裕安区短时间内完成救灾抢险转移安

置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3防汛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思考

3.1防汛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

3.1.1防汛工程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一是中小河流防洪标准低，险工险段多隐患多。特

别是区内东、西汲河大部分堤防多年来未进行综合治理，

许多堤段单薄、低矮、渗漏、坍塌，防洪标准不足10年

一遇。

二是穿堤排涝涵闸、排涝泵站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部分建筑物设备陈旧，年久失修，已不能正常运行，存

在较大隐患，防御洪涝灾害能力低，沿河“关门淹”问

题未根本解决。

三是河道滩地阻水林木较多，部分河道行洪断面不

足，导致河道行洪能力下降。

四是城镇防洪排涝体系不完善、标准低，除险排涝

能力不足，一遇暴雨，极易形成内涝。

3.1.2防汛抢险救援物资设备不足

一是防汛职责划转后，应急局没有专用防汛应急物

资储备仓库，无法储备充足的防汛抢险救援物资设备，

造成防汛救援物资和设备在数量、种类上都不能满足储

备定额要求，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更显应对不足。

二是乡镇、村居未严格按照防汛物资“分级储备、

分级管理”要求进行储备，“汲河7·20”洪水发生后，

自7月18日开始，全区多数乡镇纷纷急需调拨防汛物资

和救援设备，加剧了区级储备调运压力。“汲河7·20”

洪水，暴露了各级防汛单位防汛物资储备不足、调运不

及时的大问题。

3.2防汛工作几点思考

3.2.1加快应急指挥中心建设

应急指挥中心是应急指挥的司令部，积极推动应急

指挥中心建设，加快建成防汛抗旱信息化系统，实现应

急、水利、水文、气象、自然资源数据互联、资源共享。

做到实时监测预警、快速联合会商、综合信息集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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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综合预警发布，加快防汛信息化建设，以科技技术手

段适应新时期防汛抗旱应急工作需要。

3.2.2备足备齐防汛应急物资设备

积极争取财政投入，完善防汛应急物资储备仓库建

设，依据防汛物资储备定额规范要求，做到宁可“备而

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确保抢险救援物资设备数量

充足，种类齐全，备足备齐，适应快速应急需求2。

3.2.6加大防汛抗旱工程建设

一要加快中小河流治理和防洪薄弱环节治理，通过

治理措施，提高防洪标准；二要提升小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建设，发挥水库调洪和蓄洪保水功能；三要合理规划

城镇排水除涝系统，坚持先地下后地上的建设原则，坚

持道路、河道、官网同步建设的原则，规划好排水泄洪

通道，确保排泄畅通。

4结语

防御、减轻洪涝灾害，维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是防汛人的初心和

使命。防汛抗洪坚持“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

全力抢险”的原则，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

失”工作目标，做好防汛抗洪工作，为经济社会和谐发

展保驾护航是防汛人的义务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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