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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堤
“熟练掌握技术，才能守好

堤坝安全”

山东郓城县，携带万千泥沙的黄河缓缓

东行至此。大堤横卧，守护“地上悬河”。

庞勇是其中一名守堤人。作为郓城黄河

河务局金堤管理段负责人的他，扎根大堤 26
年，与洪水赛跑，与风浪搏击，守护黄河安澜。

2021年 10月的一天，黄河遭遇罕见秋汛，

急湍甚箭、浊浪滚滚。庞勇日夜守在堤上，扛

着铁锹，拿着木杆，沿着大堤一寸寸地探。

“声音不对，有情况！”多年经验，引起庞

勇警觉，“洪水直接掏刷坝岸，发出哗啦哗啦

的声响，根石走丢。”根石是坝岸的“地基”，失

去根石保护，坝岸极易被冲毁。庞勇把安全

绳系在腰上，在同事的拉拽下，身子缓缓探向

湍急河面，举起探水杆摸排情况。

抢险时机稍纵即逝。庞勇和同事们迅速

制定抢险方案，夜幕之下，灯光照亮大堤，他

现场指挥协调，一块块石料被抛投入水，1 个

小时后，险情得到控制……

一次次抢险，让庞勇深刻认识到，只有技

术纯熟才能临危不乱。平时，庞勇喜欢翻阅各

类专业书籍，绘制了数不清的草图，熟练掌握

了铅丝笼、抛石护坡、柳石枕等制作技术。

当前从南到北即将陆续入汛，庞勇又开

始投入到巡堤中，“防汛是天大的事，熟练掌

握技术，才能守好堤坝安全。”

护 闸
“管护好这个‘大块头’，

要在毫厘间下功夫”

黄河劈山越岭，巍峨大坝横亘，这里是万

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百米高的大坝上，嵌有 26 座孔洞。闸门

关闭，水阔天平、河水蓄能；闸门抬升，怒涛翻

卷、峡谷轰鸣。工程防洪、发电、灌溉等效益

的发挥，关键就在闸门提放间。

这些闸门，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有限

公司发电公司水工中心运行一值值长张新

超，一守就是 36 年。在数不清的调度指令

中，他完成一次次闸门启闭任务。

三门峡大坝溢流坝段，13 台（套）设备一

字排开。交接、巡检、记录、保养……一大早，

张新超和班员们开始工作。“电动机、制动器、

减速机、卷筒、钢丝绳……各个零部件精密相

连，容不得丝毫差错。”张新超说。

制动器是闸门启闭设备的重要安全部件，

启动后，动力依次传递，拉动钢丝绳，牵引闸门

升降。“管护好这个‘大块头’，要在毫厘间下功

夫。”张新超说，“对于液压制动器来说，制动闸

皮的磨损，会导致制动器退程补偿值减少。一

旦小于 5毫米，制动器就会失去作用。”

靠着精湛的技术能力，张新超一次次化险

为夷。“失去信号！”几年前，一次关闭闸门时突

发故障。没有信号，就无法判断抓梁销子是否

脱开。“若强行拉抬，会酿成大事故。”

“我下去。”腰上拴紧两条安全绳，四五个

同事紧紧拉住，张新超沿着 70 多米的闸门竖

井，缓缓下降。应急灯光划破一片漆黑，湍急

河水在脚下奔涌。他目不转睛地排查，“水流

冲击，导致电缆插接装置松动。”张新超迅速处

理。从竖井升上来时，脸上、衣服上全是黑乎

乎的油漆，他顾不上清洗，又投入工作中。

管 水
“闸门开合决定水量多少，

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黄河水”

一道水闸，嵌在黄河大堤中。闸内，大河

滚滚东流；闸外，五条水渠蜿蜒天际。

引水闸连着千家万户的水龙头。许向洋

是黄河上一名年轻的守闸人，他所在的滨州

黄河河务局供水局打渔张闸管所，关系着山

东滨州市博兴县 66 万亩耕地和青岛市群众

的饮水安全。

“水流平稳，起，起……”声音从对讲机传

到闸房。许向洋启动按钮，闸门缓缓提升，黄

河水翻卷着浪花，喷涌而出。

“抬升高度 50 厘米，继续。”许向洋再次

启动按钮。在他面前，6 个电源依次排列，各

类指示灯陆续闪烁。这个不足 300 平方米的

闸室里，集合启闭机、控制柜、电气系统等设

备，是闸管所的“心脏”。

“水流有回旋，注意慢提。”听到同事提示，

许向洋深吸一口气，重新调整数值。“黄河水急

浪大，前后冲击闸门，形成共振，影响建筑安

全。我们得根据水势，实时调整启闭力度。”

3 米的高度，许向洋和同事常常需要 6 次

以上的抬升，“闸门开合决定水量多少，精打

细算用好每一滴黄河水。”

每天一大早，许向洋和同事们先在岸边

巡查，接着又进入闸房检查设备。“若通电后，

按钮没反应，要检查有无零件松动；提升过程

突然中断，立马排查是否有过载保护。”许向

洋对于日常操作一丝不苟。

惊险时刻更考验职业技能。2021年 10月

的一天深夜，闸门遇到改建以来的最高运用水

位。“既要以最快速度分洪，更要考虑闸门承受

能力。”许向洋精准判断水势，成功完成调控。

高超的业务能力源自勤学苦练。如今，

许向洋具有三四等水准测量“一遍过”、快速

排除启闭控制电路的常见故障等绝活。

防 汛
“汛情面前，哪怕一分一秒

也耽搁不起”

雨声越紧，心揪得越紧。焦作黄河河务

局武陟第二黄河河务局职工张军，在防汛抢

险一线工作 30 多年，体会格外深切。

1510 立方米每秒！位于河南焦作市武

陟县的武陟水文站，洪峰过境。2021 年 7 月

21 日凌晨，铃声惊醒睡梦中的张军，他抓起

一把雨伞，奔向会商室。

凌晨 2 点前，制定上报方案；早上 8 点前，

准备好砂石、编织袋……“汛情面前，哪怕一

分一秒也耽搁不起。”夜黑雨急，路况不明，张

军和同事们备齐物资，驾车驶入密密雨帘中，

行驶 30 多公里，送往 3 座涵闸。

一夜无眠。清晨，大堤上的抢险队伍蓄

势待发。张军来不及休息，马上给大家详细

讲解防汛中要注意的问题……

23 日，有人发现堤防冒水，可能出现管

涌。“我们紧急调集人力和机械，抛沙袋、固堤

防，险情很快化解。”从 7 月到 10 月，夏汛连着

秋汛，张军在防汛一线，一直默默坚守。

防汛，需要人防和技防相结合。黄河抢

险技术中，打桩是必不可少的步骤。“过去木

桩高，堤面硬，需要多人配合。两个人交替挥

锤，其他人固定木桩，耗时长，甚至会贻误抢

险时机。”张军说。

经过长期摸索，张军带领团队发明了多

功能钻孔机。汽油机带动，钻杆高速旋转，

螺旋刀片快速掘进土层。“我们选配了多种

规格钻头，可运用在堤防、滩区冻土、冰层，

效率是人工的 5 倍。”

披 绿
“做好黄河上中游水土

流失治理，吃再多苦也值得”

黄河斗水，泥居其七。破解黄河水

沙关系不平衡难题，保持水土是关键。

追根溯源才能“药到病除”。这些

年，黄河水土保持西峰治理监督局水土

保持防治工高级技师金天龙一直在水

土保持监测一线奔波。

“监测从手感变成了遥感，更精准、

更高效。”金天龙说，“天上卫星‘眨眼’，

形成一张张遥感影像图，能更清晰地反

映区域下垫面的动态情况。”

遥感影像阴影变化、时相差异、纹

理特征都有独特含义，解译工作格外繁

琐。“技术人员要通过参照背景数据、不

同土地的利用形式，一一找出各类水土

流失点。”金天龙练就一双“慧眼”，在冬

春季节，代表耕地的是黄褐色片状或条带

状纹理，在夏秋季节则是深绿色。

解译图斑信息后，还要进行实地核查。

“我们负责甘肃省 1000多块图斑的核查任务，

要跑 7 个县市。”金天龙和队员们深入戈壁、草

原、大山，没信号、没通路，只能靠手中的卫星

图引导，找到一处核查点，立马安装仪器、布

设观测样点、记录坐标和数据。为了给一坡一

岭披绿，金天龙每年有七八个月在野外度过。

“植绿护绿，做好黄河上中游水土流失治

理，吃再多苦也值得。”金天龙用多年的坚守

诉说着对母亲河的深爱。

守 险
“堤防没水处、急流回旋

处，都是最容易出险的地方”

黄河素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称，位于

“豆腐腰”处的河南省开封市黑岗口是险中之

险。黄河行至于此，高出地面 11 米，“河从屋

顶过，船在空中行”。泥沙淤积，河床游摆，水

流横冲直撞，险情经常发生。

25 公里的长堤，守护 500 多万群众安全。

开封黄河河务局第一黄河河务局高级技师李

明金，守险 30多年，参与 800多次黄河抢险。

“出现墩蛰险情。”2021 年 11 月 2 日，黄

河开封河段遭遇洪峰。接到报告，李明金立

马紧张起来，“墩蛰是坍塌险情中最为严重的

一种，说明坝垛等已塌入水中。”

“一刻都耽搁不起啊。”为了让抢险速度

跑赢洪水，李明金现场指挥，四套机械同时作

业，编制铅丝，包裹石块，并向出险点投抛。

“ 我 们 创 造 了 一 分 钟 投 抛 一 个 铅 丝 笼 的 纪

录。”李明金至今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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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金说。

巡堤，目光一寸寸扫，脚步一步步量。“堤

防就是生命线，丝毫不能疏忽。”李明金拿着 6
米长的探水杆伸入水下，查看根石状况。“堤防

没水处、急流回旋处，都是最容易出险的地方，

必须抢早、抢小。”李明金摸透了黄河的“脾气”。

这些年，李明金致力于传承治黄技术。

黄河堤防工程类型多样，形成捆柳石枕、捆抛

铅丝笼等黄河埽工技术。李明金制作了 15
套埽工模型，“这既是行之有效的抢险技术，

更是宝贵独特的黄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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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某种意义

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

是一部治国史。”

世界上很少有哪条河像黄河这

样，裹泥卷沙、桀骜不驯、复杂难治。

长期以来，黄河流域水旱灾害多发，

水沙关系不协调，水资源矛盾突出，

生态脆弱。与此同时，黄河以占全国

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 12％
人口、17％耕地的用水需求。“黄河

宁，天下平。”可以说，保护黄河是事关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

越是难治理，越考验能力，越需要

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

建设全局，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

源 节 约 、水 生 态 保 护 修 复 、水 环 境 治

理。从修建水利工程、守护堤防大坝、运

行闸门泵站，到治理水土流失、攻关科技

难题，数不清的工匠奋战在大河上下。抢

险救灾，他们“不畏难敢担当”，哪里有危险

就冲到哪里；工程管护，他们“偏毫厘不敢

安”，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生态保护，他们“干一行专

一行”，几十载如一日在野外奔波。正是在一名名工

匠的不懈努力下，万里长堤守护安澜，源源清水润泽

沃野，绿色成片绵延两岸，治水患、兴水利、护生态，黄

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

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旱灾害防御、生态环境

保护、人水和谐共处都面临新情况。啃下“硬骨头”，

迎接新挑战，更要弘扬工匠精神，肯学肯干肯钻研，

练就一身真本领，掌握一手好技术，把自身锻造为知

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黄河工匠。

人才治黄、科技治黄正不断推进。水利部和黄

河水利委员会紧紧围绕提升水旱灾害防御、水资

源集约节约利用、水资源优化配置、水生态保护治

理等能力建设，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加大科技

创新力度，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

矢志不渝，接续奋斗。相信在包括“黄河

工匠”在内的黄河治理者的努力下，一定能让

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推进人才治黄

锻造黄河工匠
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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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浩荡，九曲连环，哺育着一

代代中华儿女，孕育出辉煌灿烂的中

华文明。黄河是全世界治理难度最

大的河流之一，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

的千年期盼。

党的十八大以来，黄河治理保护成

效显著。这背后离不开一支艰苦奋

斗、默默付出的黄河治理队伍。不久

前，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评选出首

届“黄河工匠”。堤坝巡查、河道修护、

闸门运行、防汛抗旱，他们多年如一

日，坚守岗位、精益求精，练就过硬的

职业技能，共同守护黄河安澜。日前，

本报记者走近这些“黄河工匠”，听他

们讲述黄河治理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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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黄河流经山西芮城县境内的

黄土高原，形成一幅壮美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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