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被洪水围困的浙江临海古城（ 8 月 10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古城洪灾 八方驰援
洪水灾害下的浙江临海现场目击

新华社杭州 8 月 12 日电(记者何玲玲、王
俊禄、魏一骏)洪水侵袭，千年古城告急！10 日
下午，超强台风“利奇马”引发的洪水围困浙江
临海的消息迅速传开，引发广泛关切。

11 日，记者借助橡皮艇、挖掘机、消防车等
多种交通工具，抵达临海城区看到，随着台风过
境和时间推移，城内洪水的水位已迅速下降，城
区秩序、基础设施等正逐步得到恢复。各级党委
政府、各种救援力量以及当地受灾百姓，正众志
成城、争分夺秒抗击灾害……

洪水冲开古城大门

倾倒的“临海紫阳街”石碑、从家中清理出的
废弃物品、洪水退去留下的淤泥……当记者辗转
多种交通工具到达临海古城内，随处可以见到前
一天凶猛洪水给这座千年古城留下的创伤。

10 日下午 3 点，受超强台风“利奇马”带来
的强降雨等因素影响，灵江水位快速上涨，城门
外水深超出闸门承受能力导致门栓断裂，洪水
迅速涌入临海古城内。

“我从来没见过发这么大的水！当时水一下
子就涨上来了。”不少临海当地居民回忆起前一
天的情形仍心有余悸。

台州府古城墙始建于东晋末年，至今已经
有 1600 多年的历史，历朝历代都有增修。到了
明朝，名将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对临海城
墙进行了改造。2001 年 6 月，临海台州府城墙
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 11 日在古城内看到，尽管洪水已经退
去，但民众的正常生活尚待恢复，商家还暂时无
法正常营业。除古城街道外，临海城区大洋街道
等多地亦受到水灾侵袭。

临海市政府负责人介绍，截至 11 日 13时，
临海受灾人口 57 . 9 万；超过 2 . 4 万公顷农作
物受灾，634 处道路损坏，6092 米堤防损坏，道
路林木受损 2 . 6 万余棵。

八方力量火速驰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11 日凌晨起，嘉兴军
分区、武警嘉兴支队等救援力量，跨越 250 余公

里陆续赶赴临海重灾区进行救援。在应急力量
出征之前，嘉兴已将 22 艘冲锋舟运往灾区。

风雨无情而感动常在。涝水在城区部分道
路积留，但记者更多感受到的，是众志成城、紧
张有序的灾后救助氛围。

由于部分积水路段仍难以通行，记者搭上
临海古城消防中队的消防车，赶往受灾最严重
的望江门等区域。在途中，路遇前往医院透析
的尿毒症病人韩大伯。由于洪水围困，透析已
经被迫推迟了两天，手臂上的疙瘩肿起老高。

记者想邀请老人上车，但此时，狭小的驾驶
舱已经挤得满满当当。19 岁的消防战斗员徐宇峰

尽管几乎两天一夜没有合眼，但见状二话不
说，便从座位上跳下来，指着车顶说：“我上去。”

台风过后天气格外晴朗，正午的阳光灼
热刺眼，徐宇峰在车顶忍受着烈日的暴晒。
“前面有树枝，小心头！”“趴稳了，有道坎要
过！”……艰难行进中，消防车驾驶员杨俊不
时冲着车顶喊话。

壮实的杨俊也是个细心人：每到有行人
的地方，他就小心地把车速放缓，以免溅起水
花；遇到水情拿不准时，他便自己下车蹚水测
试深度，“最怕熄火，已经有 3 辆消防车抛锚
了。”

身着各色服装的民间救援队同样是一支
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组织具备专业知识的救
援人员和相关装备，积极帮助配合转移受困群
众。来自磐安民防公益救援队的谢文忠，10 日
晚从手机里看到临海受灾的消息，就带着同伴
驾车前来救援。临近中午，谢文忠接过附近村
民递给他的一块巴掌大的发糕，匆匆几口下肚
后又准备出发，“再进去看看！”谢文忠说。

据临海市相关部门统计，当地 19 个镇(街)
共出动救援队伍 264支 3966 人次，车辆 545 台
次、机械设备 280 台次，解救受困群众 5890 余
人，处置各类灾情险情 570 多起，尽全力保护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守望互助众志成城

在内涝较为严重的临海东方大道和靖江
北路路口，几顶简易棚在东北角地势稍高处一
字排开。许多当地民众自发组织志愿服务，准
备了矿泉水、八宝粥等应急物品提供给救援人
员和需要帮助的人。

看到一队刚结束救援任务的武警官兵走
来，临海当地一家水果店负责人徐慧赶紧招呼
值守服务点的员工，将一块块切好的西瓜送到
他们手上。

“我们 6 家分店的 30 多名员工，除了被困
住不能出门的，其他全部参加了志愿服务。”徐
慧说，“今天已经运送了上千斤西瓜过来。”

在距离该服务点大约两三百米处，68 岁的
李华美和另外两位市民的“茶水摊”显得有些冷
清。“我早上 6 点多下楼看水情的时候，看到许
多救援人员正在忙碌，一问他们都没有吃饭，
我马上回家煮了八宝粥、绿豆汤、金银花茶。”她
不好意思地摆摆手，“这不算什么。这个桌子是
我邻居搬来的，我们只是通过自己有限的能力
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包子，馒头，花卷……在灾后重建的特殊
时期里，这些平日里似乎不起眼的食品显得异
常珍贵。新荣记饭店行政总厨李毅，一大早就
向临海的受困百姓发放食物。午后时分，降温
解暑的酸梅汤又摆上了救援点的小桌……

(参与记者：顾小立、夏亮)

新华社北京 8 月 12 日电(记
者叶昊鸣、高敬、王俊禄、秦华江)
已致山东 5 人死亡 7 人失踪、浙
江 39 人死亡 9 人失联、73 条河
流超警……超强台风“利奇马”已
给多个沿海省份城市造成不小损
失。“利奇马”是何“来头”？各地应
急预案是否发挥了应有作用？下
一步应对“利奇马”侵袭还需注意
哪些方面？新华社记者走访抗击
台风一线，就此展开调查。

“利奇马”“闹海”，
“软萌”水果命名超强台

风

据记者了解，“利奇马”本是
一种形象“软萌”、口感亲民的热
带水果。不想此次却成为一场 70
年来登陆我国华东地区第三强台
风的名字。专家称，“利奇马”因其
带来的狂风暴雨成为今年以来最
凶猛的台风。

——— 狂风。之前的台风“木
恩”和“韦帕”登陆时强度为热带
风暴级，风力分别为 8 级、9 级，
远远低于“利奇马”登陆时最大风
力 16 级的强度。11 日早晨，江苏
东北部、安徽东北部、山东北部及
渤海南部出现 8至 10 级阵风，山
东青岛、泰安局地阵风仍能达到
12 级。

——— 暴雨。“利奇马”所带来
的巨大雨量也威胁到相关地方安
全。截至 10 日，浙江台州、温州北
部、宁波南部、湖州西南部等地降
雨达到 350至 580 毫米，台州括
苍山 829 毫米、三门局地 706 毫
米。同时，上海、江苏、山东中东
部、安徽东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
暴雨，山东潍坊、临沂特大暴雨，
降雨量为 250至 407 毫米。截至
11 日，浙江、江苏、上海、安徽、山
东等地自 8 月 9 日以来有 73 条
河流发生超警戒洪水。

“利奇马”为何会带来如此巨
大的雨量？“台风就像一台巨大的
‘吸水汽机’，从海洋上吸收水汽再
将强降水带去陆地。”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
中心高级工程师向纯怡解释说，“利奇马”的季风输入
非常强，就是说有越赤道气流把赤道地区富含水汽的
暖湿空气输送到台风内部，让它的“水”力大增。

从 8 日开始，“利奇马”已给所过之处造成多项灾
害，包括山体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据权威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 12 日 7时，台风“利奇马”已致 667 . 9 万
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23 . 4 万公顷，倒损房屋 4 . 1
万间。

多地依法启动应急预案降低受灾程度

8 日晚，青岛市专业气象台官方微博“青岛气象”

直“怼”青岛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青岛发布”，称其
转载的一条报道违规发布台风预警。“青岛气象”强调
“如果发布台风预警，市里将启动应急预案，包括防汛、
安置等，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这段小花絮再次凸显出
在应对严重自然灾害时，依法启动落实“应急预案”事
关重大。

据记者了解，此前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
害(台风)Ⅱ级应急响应，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有针对性
地开展监测预报预警服务；

浙江作为最先接触台风的省份，储备各类应急救
援物资，气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了防台风Ⅰ级应急响
应。

依照应急预案要求，杭州市共排查农房 6902 间、
撤离人员 2000 余人，关闭 38 家 A 级景区；宁波根据
台风的移动路径、发展变化和影响情况，按照应急预案
继续做好危险区域人员的转移安置工作和已转移人员
与在港船只的安全管理工作。

在江苏，沭阳县防指从 8 月 11 日 20时起，启动防
汛Ⅰ级应急响应，32 个乡镇 2 . 55 万民力，到达新沂河
堤指定位置进行巡堤防守，保障相关安全。

在山东，青岛防指于 11 日 13时将防台风 II 级应
急响应提升为 I 级应急响应。水务管理局严密紧盯全
市最大河道——— 大沽河的防汛安全。文化和旅游局要
求全市所有景区关闭，停止参观游览活动。商务局要求
相关单位加大肉菜等“菜篮子”商品货源组织力度，确
保市场供应不脱销、不断档。

中关村智连灾害感知科学研究院院长谢谟文表
示，及时启动、充分落实应急预案，能够有效地帮助各
地在大灾面前控制灾情。山东寿光因受台风影响虽然
降雨创历史纪录，但受灾水平明显低于去年。

“风往北吹”加大致灾风险，华北东

北或长时间大范围降水

记者 12 日从山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据初步统
计，山东省受灾人口 165 . 53 万人，因灾死亡 5 人、失
踪 7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17 . 54 万公顷，倒塌房屋 609
间，相关灾情数据正在进一步统计中。

为何“风往北吹”？向纯怡告诉记者，今年副热带高
压比较强大，在其引导下，“利奇马”没有在低纬度的广
东等地登陆，反而向西北方向移动。

专家提醒说，当前台风北上最大的问题是将与台
风作战经验较少的北方地区直接暴露在台风面前。由
于北方本身承受暴雨能力偏弱，又普遍欠缺防台风的
经验，会大大加重致灾风险，因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记者了解到，目前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防汛抗
旱技术专家组全部到位，针对水库超汛限、河道泄洪、
山洪易发等情况已展开专业会商研判。山东省防指先
后派出 8 个工作组分赴全省 16 个市现场指导台风防
御工作，督促各地细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抓好防御关
键环节。

向纯怡还提醒说，台风登陆减弱并不意味着降雨
减少。“利奇马”对华北东北地区的影响将是长时间大
范围的，连续降水累积的影响会很大。

专家表示，从 11 日下午到未来 72 小时，华北东北
地区有大范围降水。72 小时后，可能东北的东部还会
受到一些降水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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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8 月 12 日电(记者叶婧)记者
从山东省气象台获悉，今年第 9 号台风“利奇
马”虽从 12 日 5时离开陆地，但一直在山东省
潍坊市北部近海回旋。期间，根据中央气象台台
风网显示的实时路径，12 日 13 时左右，台风
“利奇马”一度从海中回到陆地。

那么，台风“利奇马”在山东“回马”影响几何？
从 10 日到 12 日 17时，在台风“利奇马”影

响下，山东全省平均降水量已经达到 152 . 3 毫
米，其中潍坊城南气象观测站降水量最大，达到
了 620 . 1 毫米。

据山东省气象台统计，台风“利奇马”对山
东的影响已经超过 2018 年的台风“温比亚”。台
风“温比亚”期间，山东全省平均降水量为
1 3 5 . 5 毫米，气象观测站中最大降水量为
511 . 2 毫米。

目前，台风“利奇马”给山东带来的降雨已经
明显减弱，但大风依旧。山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杨晓霞说，由于台风“利奇马”中心一直在潍坊北
部沿海到莱州湾附近打转、回旋，山东许多地区都
受到了大风影响，需要等到“利奇马”自身风力减
弱后，山东沿海地区的大风才会随之减弱。

记者了解到，台风“利奇马”一直在潍坊
附近海域打转、回旋是受到了高空环流形势
的影响。杨晓霞说，“利奇马”向西北方向移动
时，受到了西风带槽区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
牵制；而在东边日本海附近，又受到大陆高压
脊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阻挡；同时，高空引导
气流向北移动的分量较弱，所以台风“利奇
马”才回旋少动。

此外，不走寻常路，也是台风“利奇马”的
特点之一。杨晓霞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台
风对山东的影响是从南向北，也就是鲁东南、

胶东半岛和沿海地区风雨较大。而台风“利奇
马”路径较为特殊，在鲁西北东部，比如滨州、东
营、淄博、潍坊、济南降水较强，并且成片出现降
雨量在 250 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

“给这些区域造成这么大降水的台风，是很
罕见的。”杨晓霞说。

12 日 17时，台风“利奇马”强度已经减弱
至八级。山东省气象台预计，12 日夜间，台风
“利奇马”依然会在潍坊北部沿海到莱州湾附近
打转、回旋，13 日白天台风中心才会到达渤海
海峡一带。

“利奇马”在山东“回马”影响几何

新华社济南 8 月 12 日电(记者张志龙、
邵琨)受台风影响虽然降雨创历史纪录，但中
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受灾水平远低于去年。
记者 12 日从寿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受
第 9 号台风“利奇马”影响，去年受灾严重的
寿光再次受灾，寿光低洼易涝区 1 . 8 万个大
棚进水，农田受灾面积 13 万亩。而在 2018
年，寿光有 10 . 67 万个大棚进水，农田受灾
面积为 65 万亩。

据潍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通报，
8 月 10 日 6时至 8 月 11 日 13时，全市平均
降雨量 217 . 5 毫米，折合降水量 33 . 49 亿立
方，分别比去年“温比亚”全市平均降雨量、折
合降水量多 42 . 8 毫米和 5 . 78 亿立方。本次
降雨历时短、范围广、强度大，是 1952 年有水

文纪录以来场次降雨最大值。

由于一年来的灾后重建，河道行洪顺畅，当地
干部群众防灾得力，使得寿光目前灾害损失减小。

针对寿光再次受灾，在寿光进行抗洪抢
险技术指导的资深水利专家张在发认为，最
根本的原因是超标准洪水。潍坊普降大暴雨
到特大暴雨，尤其是处于弥河上游的临朐、青
州、昌乐平均降雨量均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且
多为山区、丘陵，汇流速度快。

寿光为平原区，河道落差小，虽然经过上
游水库最大限度的调蓄、削峰、错峰，但上游来
水流量仍然很大，加之寿光本身降雨量也达到
特大暴雨级别，已经远远超过河道行洪标准。

张在发说，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寿光市
地处弥河下游，发生超标准洪水时，弥河等河

道水位较高，寿光稻田、纪台、洛城等地势低
洼区域蔬菜大棚的积水不易排出。第三，弥河
下游河道流速缓慢，且受风暴潮位顶托影响，
洪水不易下泄，泄洪入海速度较慢。这三个方
面同时作用，导致寿光再次发生洪灾内涝。

据了解，去年遭受“温比亚”台风灾害后，
潍坊迅速组织实施了弥河、丹河等河道治理
和青州东部、寿光南部、昌乐北部三县交界低
洼易涝地区农田排涝工程，这些工程在本次
洪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了解到，寿光市
上口镇口子村处的弥河河道，在本次超强降
雨行洪中，水位比去年低了一米半。

配图：8 月 11 日，寿光部分蔬菜大棚进
水。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干干部部群群众众防防灾灾得得力力，，排排涝涝工工程程行行洪洪顺顺畅畅

降降雨雨创创历历史史纪纪录录之之下下

寿寿光光受受灾灾水水平平远远低低于于去去年年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2 日
电中央气象台 8月 12日 6时
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 9
号台风“利奇马”(热带风暴
级)将在山东半岛北部到莱州
湾附近回旋，后转为北偏东方
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受“利奇马”北上外围气
流的影响，河北秦皇岛出现了
强降雨和大风天气。记者从秦
皇岛市委获悉，11日下午起，
秦皇岛市山区所有景区全部
关闭，老龙头、鸽子窝公园等
沿海景区也陆续关闭，截止到
12 日 8 时，秦皇岛市所有沿
海景区全部关闭。

在鸽子窝公园、老虎石
公园、联峰山公园等景区，所
有游客均已撤离，工作人员
在景区内进行巡视。目前，各
景区的防汛准备工作也已就
绪。秦皇岛海上所有游船暂
停运营，沿海码头全部开放，

接纳游船渔船回港避风，并
要求游船严禁出海。

受台风“利奇马”北上影
响，8 月 10 日至 12 日 7时，
辽宁全省平均降水量 48 . 8
毫米，最大降水量在大连高

新技术园区龙王塘街道达 309 . 3 毫米。
连日来的持续降雨，导致辽宁省锦州、盘

锦出现不同程度灾情。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就全省防汛防台风严峻形势，于 12 日中午
将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提升为Ⅱ级应急响应，

并发出橙色警报。
辽宁省多地降雨过程仍在持续。截至 12

日 16时，锦州、盘锦两市遭受洪涝灾害，据辽
宁省应急厅初步统计，受灾人口 1097 人，农
作物受灾 208 . 1 公顷，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详细灾情正在进一步统计中。为保障群众生
命安全，全省共转移人员 126860 人。

受降雨影响，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
公司对相关线路区段的 28 列管内旅客列车
采取停运、缩短运行区段等措施。辽宁多个城
市教育部门下发学校、培训机构等停课通知，

省内各大景区也已全部关闭。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利奇马”影响，预计
12 日 17时到 13 日 8时，辽宁绥中、兴城等
地将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记者孙仁斌、洪可润、郭雅茹、赵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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