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丹（前）在石马江站开展水文应急监测。

胡娃在进行水质监测。

◀肖碧琦在传达

水情信息。

▲▲水文工作者在被洪水包围的水位水文工作者在被洪水包围的水位

井上查看水位井上查看水位。。
邵阳水文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曾邵华（前）和总工程

师周良雄（后）在进行雨水情形势分析。

走街串巷、进村入户，精益
求精、毫厘之间诠释着为民的初
心与使命，他们是水文工作者。

水是生命之源，饮水安全
事关民生福祉。

“实验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样品不要被污染，仪器使用完后
要及时盖好，防止灰尘等变量影
响结果的准确性。”9月18日，邵
阳水文中心水资源科科长胡娃
来到水质监测实验室，叮嘱正在
对前不久取样的千人以上规模
农饮工程样品进行原子荧光分
析的工作人员规范操作流程。

“从样本送达实验室到结
果出来，大概需要一周的时间。
遇到有异常的结果就及时向有
关部门反映，需要重新采取水样
进行复检。”胡娃介绍，通过水质
监测，能够动态掌握辖区居民饮
水的卫生状况，及时有效地向水
务部门提供真实客观的检测结
果，为居民饮水安全保驾护航。

水质监测是细致活，需要
时间和耐心，但一旦碰到突发
情况，就得立即“快”起来。2021
年1月21日凌晨1时，在接到地
方反映境内某河流疑似有锑超
标情况后，胡娃和检测人员立
即启动应急机制，连夜出发进
行采样、排查及流量现场监测，
确定初步应急监测方案和现场
监测质量保证措施，对水样进
行多次实验，第一时间将结果
报告相关部门，为当地应急决
策提供了及时的技术支撑。

2023年，全省水文系统实
验室改革后，娄底地区的水质
水生态监测任务也分配到了邵
阳。原本的水质检测任务量增

加了近一倍，加上大祥区、北塔
区千人以上规模农饮工程全检
和全市千吨万人以上农饮工程
监督性监测工作，胡娃顿感压
力倍增，但也深知工作量增加
了，工作标准不能有丝毫降低。

“要对自己实验中的每一
组 数 据 负 责 。”这 是 胡 娃 自
2017 年进入水资源科后一直
秉承的工作信条，“一份监测报
告包含了几十项评估指标。水
质监测，尤其是农村饮用水的
水质监测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健
康安全，既然从事这一份工作，
就要时常带着一颗责任心。”

“刚进入水资源科的时候，
有一些农村饮用水的取样点设
在偏远山区，取样过程非常艰
难，路过泥泞道路的时候，一脚
踩下去，泥巴直接没过了脚踝。”
胡娃说道，和前辈们相比，现在
的工作条件好了不少，部分样品
会由地方直接送到科室，2023
年实验室升级改造后，新增了多
台大型检测设备，工作起来也更
加顺畅。实验室的工作枯燥乏
味，但看着邵阳的水质越来越
好，胡娃由衷地感到开心。

“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是
水文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水文
工作永恒的主题。”邵阳水文中
心党委书记、主任曾邵华表示，
立足新发展阶段，邵阳水文中
心将积极践行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努力找准服务社会
民生和经济发展的切入点、着
力点和结合点，不断推进邵阳
水文现代化建设，提升水文测
报服务能力，为建设幸福美丽
新邵阳贡献水文力量。

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

灯火通明、彻夜值守，数据
跳动、图标闪烁见证着他们忙碌
的身影，他们是水文工作者。

9月12日，骄阳似火。邵阳水
文中心水情科内，水情人员正聚
集在水情信息展示屏前对主汛期
的洪水进行二次复盘。今年是
2020年以来邵阳区域洪水场次最
多的一年，多轮洪水过境不仅检
验了邵阳水文过硬的业务能力，
同时也为来年洪水预测预报服务
能力提升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水情科的主要职责是水文
情报预报工作，即收集、处理、监
测、预警区域内水文信息，开展
江河湖库及重点区域雨水旱情
分析预报，及时发布江河实时水
情信息和预报信息，为水旱灾害
防御提供专业技术支撑。水情科
科长肖碧琦面前的水信息平台，
汇集了全市境内各类涉水站点
的雨量、水位、流量、墒情等实时
信息，它们是水情预报员们进行
洪水预报的基础。

要在短时间内作出一份精
准的洪水预报，绝非易事。邵阳
水文中心水情科就像一个“智囊
团”，不仅要从各种水文数据中
敏锐捕捉有用信息，还要凭借丰
富经验，判断暴雨中心的移动、
降雨区间、干支流洪水叠加时
间，以及地形地貌、水工程调度
等因素对洪水传播产生的影响。

今年5月下旬至7月，邵阳
连续遭遇暴雨洪水侵袭，造成
22 站次超警，其中4 站次超保。
作为支撑水旱灾害防御研判的
重要部门，水情科担负着重大的
责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这些特殊的时间段，千万
条雨水情信息在水信息平台上
不断汇集刷新。肖碧琦和科员陈
航、助理工程师黄昊洋像一只只
高速旋转的陀螺，在分管领导杨
锋的组织下，紧张有序地收集水
文数据信息、密切关注雨水情形
势变化、分析暴雨洪水趋势、开
展预测预警预报、跟踪洪水进展
……嗒嗒的键盘敲击声夹杂着
电话铃声接续响起，紧张的气氛
充斥着整个水情值班室。

“洪水什么时候来？来多大？
要不要转移群众？预测如果不准
确，对防汛减灾决策影响重大。”
肖碧琦和同事们深知水文情报
预报的重要性——“人命关天！”
2010年进入水文系统的肖碧琦
先后在基层一线、监测科、水情
科工作过，是邵阳水文的业务佼
佼者。“一旦可能出现重要雨水
情，水情科全体成员 24 小时在
岗，时刻收集最新水文数据，第
一时间编发汛情快报，几天几夜
合不了眼是常有的事。今年最紧
张的时候，在 12 小时内相继发
布了22条洪水预警。”

为了不耽误工作，暴雨洪水
期间，全体水情人员几乎没离开
过值班室，“不过关键预报做准
了，就一点都不觉得累了，我们在
6月18日与6月25日分别提前18
小时、11小时预报资水邵阳站洪
峰水位，与实际仅相差0.07米、
0.10米。”肖碧琦自豪地介绍。

水文信息是打好洪水防御
硬仗的前提保障。今年以来，邵
阳水文中心有效应对多轮暴雨
洪水过程，启动Ⅳ级应急响应3
次，Ⅲ级1 次，累计发布简报65

期、水情预测100余期、洪水
预警 77 期、服务信息 4

万余条，为防洪调度
和指挥决策提供了
重要的参考依据。

与洪水竞速的“智囊团”

逆洪而上，向水而行。或潜
心于海量的数据中，分析每一
次水势变化；或穿梭于江河湖
泊中，监测水流的每一次脉动；
或扎根于枯燥的实验室中，守
好饮水安全“生命线”。

水文人是洪水来临时坚守
岗位、昼夜奋战的“防卫兵”；是
平日里风雨兼程、守护安澜的

“巡查兵”；亦是背地里捍卫千
家万户健康的“监测兵”。他们
数十年如一日，在平凡的岗位
上诠释着不平凡的坚守，勾画
出水文人应有的价值观念和人
生轨迹，书写着服务民生的精
彩答卷。

寒来暑往、春秋更序，
江边湖畔、山间河谷镌刻
着坚实的脚印，他们是水
文工作者。

一年365天，每天对全
市19个水文站、14个水位
站和 94 个雨量站点的水
位、流量、蒸发量、雨量等水
文要素进行观测收集和上
报，是邵阳水文中心监测人
员的一项日常性工作。他们
奔波在各个站点之间，每当
洪水来临，或是强降雨突
袭，总是追风逐雨、向水而
行，奔赴江河一线。

“水文的灵魂是数据，
要精益求精。”邵阳水文中
心监测科科长罗丹说，“越
是情况突然，我们越要动作
迅速，及时准确地将测得的
数据上报，才能帮助相关部
门快速作出决策。”每轮暴
雨来临前，罗丹总是反复查
看分析雨情汛情，随时准备
奔赴洪涝一线。

7月5日，刚经历多轮
强降雨的邵阳，多地土壤
含水饱和，巡库人员在邵
东市徐家冲水库巡查时，
发现水库大坝外坡原低涵
顶部发生渗漏险情。情况
紧急，接到通知后，包括罗
丹在内的应急监测人员在
邵阳水文中心总工程师周
良雄的带领下，第一时间
赶往事发地点。

顾不上疲劳与饥饿，
到达管涌现场后，应急监

测队员们立即查看周边环
境，确定测验技术方案，迅
速投入水文监测信息保障
工作，开展堤内水位及管
涌口流量、水体浊度等水
文数据监测。日间太阳暴
晒、夜间蚊虫肆虐，为了保
证与抢险作业部队无缝衔
接，全体队员冒着抢险施
工滚石和管涌口径增大的
危险，每小时更新上报一
次水文监测数据，在管涌
处通宵达旦奋战。

“夜阑饱尝风吹雨，唯
留水文勤测观。”长时间在
户外工作，偶尔还会发生
涉及人身安全的“事故”。

“在户外工作的时候，辛苦
点不算什么，最害怕的就
是在监测时有人员受伤，
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场面。”罗丹回忆道，“今年
汛期，一位应急监测队队
员在使用流速仪测流时，
因洪水流速快、流量大，缠
绕在胳膊上的牵引绳在手
臂上剌下了一条三十公分
长的螺旋状伤痕。”

“日晒雨淋，每日重复
着和各种数据打交道，要
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
罗丹不善言辞，但对待工
作却一丝不苟。在他使用
的记录登记簿上，详细记
录着每一项参数，整洁、清
晰、一目了然，这是水文工
作的核心，也被罗丹视若
珍宝。

在追风逐雨中把脉水情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单位提供）

水文一线“坚守者”：

书写好服务民生“新答卷”
邵阳日报记者 黄云 通讯员 岳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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