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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堤防，经受住一次次洪
水考验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发源于青藏
高原，蜿蜒东流，注入渤海，横贯 9 个省
区 ， 干 流 全 长 5464 公 里 。 历 史 上 ， 黄 河

“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水患频繁。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
千年期盼。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治理保护取得举世
瞩目的成就，创造了黄河岁岁安澜的历史奇
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
水思路，黄河保护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

黄河是世界上最为复杂难治的河流之
一，黄河保护治理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
功。黄河保护法聚焦洪水风险这个最大威
胁，对建设防洪减灾工程体系、完善防洪防
凌调度机制、加强水文和气象监测预报预警
等作出全面规定。

战洪水、保安澜，离不开一支不畏艰
险、迎难而上的黄河治理队伍。今年41岁的
张飞，是第三代“治黄人”。他从小就听过许
多惊心动魄的治黄故事，长大后，选择投身
治黄事业，坚守在防汛抢险一线。

站在开封黑岗口下延控导工程堤坝上，
记者眺望黄河，只见河水静静流淌，微风吹
起细细的水波。“汛期可不是这般模样。”张
飞说。

黄河行至黑岗口，高出地面 11 米，“河
从屋顶过，船在空中行”。黑岗口河段河床游
摆，河道最窄处仅有 200 米，汛期险象环
生。2021年，黄河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
重的秋汛洪水，黑岗口遭遇严峻考验。

黑岗口正是张飞奋战那场罕见秋汛的地
方。“4500 立方米每秒以上的大流量持续了
20 多天，黑岗口下延控导工程出险 194 次，
最多一天抢险10多次。”张飞回忆说。

抢险队吃住在堤坝上，不分昼夜地巡查
险情、加固堤坝。湍急的河水掀起浪涛，一
次次撞击着控导工程坝体。坝体根石遭受洪
水长期冲刷，容易走失，若不及时补救，坝
体就会跑位，后果不堪设想。

张飞带领抢险队员，在铲运机铲斗上铺
展开铅丝网，再由挖掘机配合填入石块，然
后像包饺子一样，对铅丝网进行缝合捆扎。
在铅丝网的包裹下，小石块组成几吨重的铅
丝笼，被铲运机送至坝根，起到防冲护根的
作用。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黑岗口下延控导
工程化险为夷，实现了“不伤亡、不漫滩、
不跑坝”的防御目标。沿黄各地全力以赴，
2021年黄河秋汛防御战最终取得全面胜利。

一次次攻坚、一场场鏖战，张飞黝黑的
脸上满是风吹日晒的印记。能够确保黄河安
全度汛，他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尤其
令张飞感到欣慰的是，侄子如今也加入到了
黄河治理队伍中。

张飞这样总结自己的工作：“夏秋防汛，
春冬修堤。”黄河安澜，靠人防，更要靠堤
防。黄河保护法规定，应当加强黄河干支流
控制性水工程、标准化堤防、控制引导河水
流向工程等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和管理。

黄河素有“铜头铁尾豆腐腰”的说法，
河南正处在黄河“豆腐腰”位置，易决口泛
滥。故而黄河之险，险在河南。

在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岸边，有一座花园
口事件记事广场，历史上这里曾屡遭水患，
如今变身草木葱茏的大花园，是市民漫步休

闲的好去处。
郑州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张汝印向记者介

绍，花园口黄河标准化堤防，集防洪保障
线、抢险交通线、生态景观线于一体，已成
为人水和谐的生态文化景观带。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简称
“黄委会”） 了解到，近年来，黄河流域降雨
总体偏多，暴雨洪水明显增加，防洪保安全
任务艰巨。河南加快补齐防洪工程短板，黄
河下游“十三五”防洪工程和沁河下游防洪
治理工程全面完成，501 公里标准化堤防全
线建成，下游引黄涵闸改建工程开工建设，

“十四五”防洪工程临时工程开工。

数字孪生，虚拟世界里“把
脉问诊”

在 采 访 中 ， 记 者 还 见 到 另 一 条 “ 黄
河”——数字孪生黄河。利用数字技术，在
虚拟世界再造一条黄河，让虚拟黄河与物理
黄河如同双胞胎一般，借助数字孪生黄河可
以监测、预判黄河的“一举一动”。

近年来，黄委会大力推进数字孪生黄河
建设，提升黄河保护治理能力。黄河保护法
明确，组织建立智慧黄河信息共享平台，提
高科学化水平。

在郑州市马渡下延控导工程坝根位置，
砌石堆中，有些石块看起来很特别，“长”出
一条黑色的线，它们被称为“智能石头”。

河南智慧黄河研究院工程管理科科长郑
飞向记者解释说，“智能石头”就是水下根石
传感器，内部嵌入芯片和电池，当根石或坝
坡发生位移时，监测系统就会发出报警。

“可别小瞧它，根石或坝坡稍有异常，它
就会发出警报，并将信息传送到‘河务通’
APP上，之后由人工现场查验、处置险情。”
郑飞说，“智能石头”24 小时全天候实时监
测预警，确保险情处置抢早、抢小。

2022 年 6 月，“智能石头”和“河务通”
APP 正式在马渡下延控导工程投入使用。一
线巡河人员依靠一部手机，就能随时随地掌
握坝岸地理信息和出险情况，工作效率大幅
提高。

“智能石头”是数字孪生黄河建设的一个
基础应用。2023年是数字孪生黄河建设深入
推进之年。

在山东，一条“云黄河”奔涌在全场
景、可视化的数字孪生平台上。“山东黄河全
河已实现视频监控、无人机、远程会商系统

全覆盖。”山东黄河信息中心副主任马德辉
说，2600多处视频监控点实时监控河道，200
多架无人机空中巡航黄河工程。这些实时数
据汇总到数字孪生平台，实现在虚拟世界里
为黄河“把脉问诊”。

当黄河出现4000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洪水
时，按防汛管理规定，一线巡河人员需要每
两小时查看一次水位，一个段所的管理范围
大多为十几公里，巡查往返耗时长。现在有
了视频监控和自动水位识别算法，可以实时
准确获取水位信息，极大提升巡查效率。

数字孪生黄河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在
数字化模型上模拟水流过程，为防汛精准化
决策提供支撑。2022年，黄委会发布的 《数
字孪生黄河建设规划 （2022—2025） 》 提
出，“十四五”期间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
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黄河。

“2023 年 8 月 1 日 0 时，孙口站以 3206 立
方米每秒的速度开始涨水……”在山东黄河
河务局，技术人员向记者演示了今年汛期东

平湖分洪调度模拟。“我们将采集的水位、河
势、视频、图片等信息数据叠加，形成山东
黄河时空大数据，再通过模型和算法对数据
进行处理，从而实现对分洪场景的预演。”马
德辉说。

数字孪生平台在黄河凌汛期也能大展身
手。在2022年凌汛期间，山东黄河河务局同
步开展人工观测和冰凌算法检测，人工观测
一次需 2 小时，算法检测一次只需 20 分钟，
冰凌检测算法还提高了冰凌识别精度。

据黄委会介绍，数字孪生黄河建设是一
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将黄河全要素信
息在数字空间映射反馈，构建数字化场景；
将黄河水演进与调度全过程进行仿真，实现
智慧化模拟；对黄河治理流程实施智能化重
塑，提升工作效率和水平。

法治护航，更多“铁规矩”
“硬杠杠”落地

黄河保护法的出台与施行，是中国全面
推进“江河战略”法治化的又一标志性举
措。近年来，中国不断强化依法治水，用法
治力量守护黄河安澜。

国徽高悬，正中间是审判员席，原告
席、被告席分列两侧……这是山东省济南市
历城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黄河法庭庭审现
场。2 月 17 日，原告历城黄河河务局与被告
某公寓纠纷案开庭。一审判决历城黄河河务
局胜诉，该公寓应在判决生效后 3 个月内搬
离占用的黄河淤背区庭院，并恢复防洪工程
良好面貌。

黄河法庭建在历城黄河河务局机关，统
一审理历城黄河范围内的刑事、民事、行政
案件纠纷，近距离开展巡回审判。建成 2 年
多来，该法庭已开庭 5 次，通过以案示警，
提升法治威慑力、执行力。

黄河保护法施行后，沿黄省区开展了大
量普法宣传活动。

在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黄河法治文化广
场，东阿黄河河务局水政监察大队中队长张
道强正在进行普法宣传。作为2021年度法治
人物，张道强最近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他
刚刚参加完东阿黄河河务局与当地司法局、
法院、检察院等联合开展的黄河保护法宣传
活动。

业余时间，张道强喜欢写小说。他创作
出中国首部长篇水政监察执法小说 《步步较
量》，用 50 万字记述他和同事在水行政执法
过程中的故事。东阿黄河法治文化广场上放
置着关于这部小说的展板，扫一扫二维码可
以阅读小说电子版。“今后再写小说时，我
要把黄河保护法的内容加进去。”张道强向
记者说。

黄河保护法施行后，黄河保护治理有了
更多“铁规矩”“硬杠杠”。

4 月 1 日，在郑州铁路运输法院黄河流域
第一巡回审判法庭所在地台前县，张某某等五
人在黄河河道禁采区范围内非法采砂一案公
开开庭。五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从有期徒刑
三年零四个月到七个月零十五天不等的刑
罚。该案成为黄河保护法施行后，首例适用该
法对破坏黄河矿产资源犯罪予以惩处的案件。

郑州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
欣表示，水法、防洪法和河道管理条例对在河
道非法采砂均作出了禁止性规定，但黄河保护
法更具系统性和针对性，这次判决是遵循黄河
保护法的规范和精神综合研判后作出的。

九曲黄河，奔腾东流。保护黄河是事关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在法治护航
下，黄河必将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这些年，我多次到沿黄河省区考察，对新形
势下解决好黄河流域生态和发展面临的问题，进
行了一些调研和思考。继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之
后，我们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国家的‘江河战略’就确立起来了。”

10月20日至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省
东营市，考察黄河入海口，并在济南市主持召开深
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他强调，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养育了中华民
族，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世世代
代在长江、黄河流域繁衍发展，一直走到今天。新时
代，我们要把保护治理母亲河这篇文章继续做好。

从中游郑州到下游济南，从“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到“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大河奔涌，奏响了
新时代的澎湃乐章。

……
东营垦利，大河浩荡。
发源青藏高原，横贯九个省区，黄河一路冲关

夺隘、千折万转、奔腾万里，在此汇入茫茫渤海。
“黄河入海流，真是辽阔啊！今天来到这里，

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了，我心里也踏实了。”20
日下午，黄河入海口码头，习近平总书记凭栏远眺。

时间回到7年前。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调研指

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门来到黄河最
后一弯——位于东坝头乡的黄河岸边，了解黄河
防汛和滩区群众生产生活情况。

1855年，自古“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黄
河，正是在兰考附近再次决口，改道从东营入海。

“黄河一直体弱多病，水患频繁。”忧心黄河之
病，着眼黄河之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一直很重视、
一直在思考。

三江源头，反复叮嘱要保护好“中华水塔”；秦
岭深处，强调保护“中央水塔”是“国之大者”；在甘

肃，首次提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对

宁夏，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重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把保护黄河作为治国理政的大
事来抓，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深入调研与思考过
程中，思路逐步明晰起来。

2019年 9月，河南郑州，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正式
提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构想。

——摘自《大河奔涌，奏响新时代澎湃乐章——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黄河入海口并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纪实》

（202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4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

依法治水 守护黄河安澜
本报记者 潘旭涛

在河南省开封市，记者见到开封第一黄河
河务局抢险队队长张飞时，他正在黄河大堤上
巡坝查险。一聊起日常工作，他麻利地从衣兜
里掏出一本红色小册子，说到哪儿就把小册子
翻到哪儿。

阳光下，小册子封面上的烫金文字格外显
眼——《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4月1
日起，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张飞有了随身携

带的“口袋书”。
“黄河一直体弱多病，黄河保护法就像‘用

药说明书’。”张飞向记者说，对于违法占用河
湖岸线等行为，黄河保护法比原有法律规定更
细、处罚力度更大。

作为中国第二部流域法律，黄河保护法如
何进一步保障黄河安澜、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近日，记者赴河南、山东两省进行了采访。

▼苍鹭在山西运
城黄河岸畔飞翔。

薛 俊摄
（人民视觉）

底图为河南底图为河南兰考兰考黄黄
河湾风景区河湾风景区。。

李金雷李金雷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陕西合阳黄河湿地自然
保护区。

赵晓罡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