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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刘小花 肖烈 旷沙

主汛期将至，我市迎来一年的“汛考”期。

打开株洲的水系地图，河流纵横密布，形成

“万塘千库百河两水汇一江”的水网格局。水情

的动态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牵动着公众的心。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主汛期 （4 月至 9 月） 前

涝后旱，涝重于旱，整体呈前多后少、北多南少

的时空分布。

如何打好打赢今年的防汛抗旱战役？我市以

“ 预 ” 字 当 先 ， 防 中 有 “ 细 ”， 有 “ 精 ”， 有

“智”，人防、技防、物防细之又细，织密织牢防

汛抗旱“安全网”。

“水利部门将扛实守护江河安澜重任，以最充

分的准备、最扎实的举措，严阵以待落实好水利防

汛备汛关键环节和重点工作，确保全年平安度

汛。”株洲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智敏表示。

“细”防除患
“水库溢洪道进口处有拦鱼网要抓紧时间整

改”“物资要分类存放”……当前，市级检查组

奔走在各县市区，为工程度汛“把脉问诊”，建

立“问题清单”，按照“一单四制”要求交办，

确保整改到位。

今年 2 月，我市召开市级汛前综合检查部署

会，要求各县市区认真自查，重点对水库、电

站、涵闸、堤防等重点领域，特别是坝体、物资

储备、电站操作间等要认真检查、详细询问，确

保不走过场、不留死角。

在此基础上，全市水利系统先后派出 77个检

查组 300 余人次，到一线进行备汛检查，目前已

排查隐患 63处，现已基本完成整改。

排查度汛隐患是备汛的关键一环。人防、技

防、物防，层层细纺，细之又细，才能织密织牢

防汛抗旱“安全网”。

在人防方面，我市及时调整水库、堤防、水

电站防汛工作“三个责任人”及山洪灾害危险区

县、乡、村三级责任人，明确水闸、泵站、灌区

工程、农村供水工程等各类水工程巡查防守和管

理责任，确保定岗、定位、定职责。

在技防方面，市水利局召开全市水旱灾害防

御业务培训会议，提升防汛抗旱应急处置能力；

市本级建立由 48 人组成的防汛抢险技术专家队

伍，随时 24 小时待命；投入 432 万元，请专业团

队，对全市 288 处工程 774 处白蚁危害进行打孔

灌药、设置防蚁隔离沟等措施，及时消除了工程

隐患。

在物防方面，全市 35处重点水毁修复工程已

全部完成，酒埠江灌区“十四五”续建配套与现

代化改造项目、醴陵市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试点

县 （第二期） 等一大批水利重点项目，正在加紧

施工中。各级水利部门储备了价值 3200余万元的

各类防汛抢险物资，确保急时能用、急时管用。

“精”防预先
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值班室，工作人员通

过大数据分析雨水情、并在第一时间内形成预警

文件发送至各县市区。

“进入汛期，我们会实时监测水情数据。通

过迅速、及时、准确地掌握全市及相关地区雨

情、水情信息等各种防汛基础资料，为防汛抗旱

调度决策提供有力技术支持和科学依据。”市水

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亮介绍。

防汛抗洪是一个系统工程，遵循规律、讲究

科学、注重章法至为重要。科学精准预测预报、

突出防御重点，有助于把握防汛抗洪主动权。

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汛情灾情分析

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才能牢牢掌握防汛抗

旱主动权。年初，株洲市水利局印发 《关于认真

做好 2024 年备汛及安全度汛工作的通知》《全市

水利工作要点》《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明确

了备汛及安全度汛主要任务、时间节点、工作要

求，充分把握时间提前量，确保备汛有方。

防汛措施链条长，涉及部门多，尤其需要加

强统筹协调，加强部门合作，才能提高防汛抗旱

工作的精准性有效性。市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

与气象、水文部门加强了常态化天气形势会商研

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监测预警预报，发

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市县水利部门坚持领导带

班 24小时值班值守，保持汛情信息畅通，严格落

实好群测群防机制和措施。

“智”防赋能
石峰区五一水库的大坝上，可视化的智慧系

统全天候监管着水情动态。一旦水库出现险情，

系统就自动启动警示功能。

“水库通过实施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全监测

设施项目后，功能全面升级。”石峰区河道事务

中心科员邹芸介绍，如果达到汛限水位，系统会

马上报警。通过实时精准掌控汛限水位，可及时

做出相应的防汛抗旱反应。

我市注册小型水库 900 座，以前因处于“失

管”“散养”状态，防汛抗旱的功效大打折扣。

“十四五”期间，我市计划 900座小型水库建设雨

水情测报和 174座大坝安全监测设施项目。“2020

年至 2022 年，我市分三批完成了 342 座小型水库

雨水情测报和 85座小型水库大坝安全监测设施项

目；今年还将完成 277 座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

26座小型水库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设项目。建设

完成的实现了 100%在线。”市水利局水利工程建

设管理科科长李铁玉表示。

在此基础上，我市建立县级山洪灾害监测预

警系统，设立雨水情遥测站点 637 处，并安排专

人负责信息收集报送工作。

在天元区，24 座水库已全部安装雨水情测

报和视频监控系统。“我们有人脸识别打卡功

能，各级管理人员通过手机 App 等方式查看设

备和工程的运行情况，接收预警信息，从而保

障水利工程安全，真正把‘建管并重’落到实

处。”天元区水利局河道事务中心工程股股长罗

蔷文介绍。

用心绣出塘富村
的水美幸福

讲述人：陈贵光（茶陵县马江镇
塘富村河湖巡逻员）

马 江 镇 塘 富 村 有 初 塘 水 、 马 伏

江、小溪桥、车陂溪等水库。每天，

我都要跑到水库坝上打卡巡逻，确保

它们整洁干净。

马上进入汛期了。防汛抗旱时期

是 我 最 忙 的 时 候 。 每 逢 遇 到 暴 雨 天

气 ， 我 常 常 半 夜 冒 雨 奔 波 在 各 水 库

间，看水位、水库情况。暴雨将不少

树枝、杂草冲入渠道，直接堵塞了排

水 口 。 我 得 第 一 时 间 联 系 河 道 保 洁

员，一起下到水里清理杂物，确保渠

道顺畅流通。多年来，塘富村的汛期

均无险情。

管水在岸上。每天早上七点，我

就到村里各个片区巡逻，跟垃圾托运

员、路面保洁员和河道清洁员一起把

发现的垃圾清理干净。如果不及时清

运，就会影响道路村庄和水库生态的

环境。特别是遇到刮风天气，那些飘

落的垃圾很容易被吹到水里。

基层是落实河长制工作的“绣花

针”。干好基层工作，要发挥大家的力

量。因为，河湖生态福祉是每个人都

能享受到的，同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义

务和责任守护好它，维护好它。这些

年 ， 河 长 制 进 村 入 户 ， 已 经 深 入 人

心，当地群众也积极主动参与到河湖

管护活动，为保护塘富村的水生态环

境贡献力量。

初塘水库属于二型水库，总库容

有 14.03万立方米，主要用于周边农田

灌 溉 、 森 林 防 火 紧 急 用 水 、 工 业 用

水 、 高 速 路 建 设 用 水 。 由 于 年 久 失

修，泥沙沉积，导致库容变少，加上

有时天气干旱，致使水位持续降低。

村里的人都很着急，大家齐心协力，

通过“筹工酬劳”方式，对水库进行

清淤、开挖防沙沟建设，让它重焕生

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作为一名

河湖巡逻员，我会守水尽责，做好分

内之事，会联动更多爱水护水的人参

与其中，让村里的水库长治久清。

全面设防 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

醴陵市万寿塘水库安装的雨水情监测系统。通讯员供图

技 术 人 员 在

清除白蚁巢穴。

通讯员供图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杨如

万象“耕”新，田间地头有“智慧”。正值育秧

繁忙时节，3 月 19 日，记者来到天元区三门镇苍

霞村智能育秧大棚基地，新鲜感扑面而来。

流水线作业、密室催芽，灌溉水肥一体……

智能“育秧工厂”到底有多智能？只见一条水稻

育秧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一个小时，能制

800个秧盘；码放好的秧盘，被搬运到温度、湿度

尽在智能“掌控”中的催芽室，36个小时后，整齐

匀称的秧芽破土而出……种粮大户集中育秧，

提升了水稻育秧的质量和效率，跑出春耕生产

“加速度”。

镜头一：
流水线育秧，1小时制秧800盘

走进智能育秧大棚，一股热气袭来。操作员

熟练地启动育秧流水线，在“哒哒哒”的声响中，

一个个育秧盘“坐天梯”“过山洞”，有条不紊经

过摆盘、撒土、浇水、撒种、盖土、出盘等环节，空

盘被均匀填满，整个流程仅需 30秒。

种粮大户、智能育秧大棚负责人吴爱珍介

绍：“正常情况下，这个智能育秧流水线 1小时可

制作 800 个秧盘，一天运转 8 个小时的话，可以

出 6000 多个秧盘，每亩按 40 至 45 个秧盘计算，

可满足 150亩水田用秧需要。既省时，又省心。”

“以前的传统育秧，1个人累得腰酸背痛，一

天最多完成 200 盘，只能种 5 亩。”操作员称，眼

前这条生产线，解放了双手，提高了效率。

操作员打开按钮，水肥一体灌溉系统启动，

大棚内“下雨了”，雨水从分布均衡的水管中，有

规律地滴到秧盘内，干燥的秧盘变得湿润。待秧

苗“喝”饱水后，操作员再按一下按钮，“雨停

了”。

去年，这个占地面积 3060 平方米的智能育

秧大棚建成，今年首次全线投入使用，吴爱珍最

大的感受是“轻松”。因为智能化，又方便掌控，

今年的育秧周期控制在 25 天，她从 3 月 15 日开

始育秧，4 月 10 日就可以移栽秧苗了。今年，她

计划完成 700 亩早稻育秧，目前已完成了 500

亩。

镜头二：智能催芽室，精准控制发芽
智能育秧大棚的尽头，有一间 120平方米的

房子，叫催芽室。

走进房子里，黑漆漆，犹如密室一般，看上

去并无异样，但影响种子发芽的温度、湿度、二

氧化碳浓度等因素，尽在智能“掌控”中。在育秧

流水线上“产”出来的秧盘，会被搬运到这间密

室。

干什么？精准催芽！

按技术流程，装有稻种的育秧盘，将在密室

里度过舒适的 36小时。

“催芽室里，恒温恒湿，温度控制在 30℃，湿

度 85%左右，一次可催芽几千斤。”吴爱珍说，按

这个温度和湿度设定，3天就能完成催芽育苗。

为了育好秧，吴爱珍可谓煞费苦心。她回

忆：“以前育秧，24小时不能离人，半夜也得起来

查看稻种温度，若是温度过高，就会‘烧芽’，造

成损失。”如今，采用密室催芽，智能设定温度、

湿度，稻种精准可控，不会出现烂芽等情况，发

芽率普遍在 95%以上，种粮大户更安心、更保险

了。

这种智能化、流水线育秧方式，不仅大幅缩

短时间，节约劳动力，还让培育出来的秧苗密度

均匀，种子成活率高，极大地提高了早稻育秧效

率，保证了育秧质量。

为切实抓好粮食生产，天元区落实党政同

责要求，建立粮食生产区级领导联村制度，大力

发展集中育秧双季稻示范片创建，确保今年粮

食播种面积达到 7.72万亩。

1小时800盘 1天育秧150亩

三门镇智能化育秧
跑出春耕“加速度”

春耕备耕正当时。眼下，株洲大地正
奏响农业高质量发展“春之曲”。如今的
田间地头，农机隆隆作响的声音越来越
多，科技范更足，智能化更普遍。

强国必先强农。2024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强化农业科技支撑。随着科技强
农的步伐加快，一批新技术、新应用、新
产品，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上大步
迈进。田野上都有哪些“科技范”？新农人
如何当起“甩手掌柜”？今天起，本报特推
出“田间地头有‘智慧’”栏目，探寻田野
上的那些“智慧”，报道各地发展智慧农
业的新做法、新经验。

开 栏 语

●交通指南
公交出行：市内乘坐公交车至清石基地

转乘 T50路（清石基地—秋瑾故居）或搭乘 J1

路（神农城北—秋瑾故居）终点站下车即到。

景区换乘：九郎山村村民委员会—健坤

学校（临时公交，活动期间每周六、周日 9:

00-18:00，半小时一趟）

自驾出行：导航至株洲秋瑾故居即可到

达。

●停车指南：
车辆可停至花海停车场（大冲村草莓园

旁）或电炉厂院内（槐庭食府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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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区智能育秧大棚里，1小时可制秧 800盘。记者/杨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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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九郎山
赴一场春天之约
——“九郎山踏春”系列报道之四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逸峰 通讯
员/唐江婷 罗小烨）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正

是一年踏春出游好时节。相聚石峰九郎山，

追风拾野享春天。3 月 23 日，2024 年株洲市

春季乡村文化旅游节暨九郎山春系列活动

将在九郎山森林公园启动。

此次活动将持续至 5 月 5 日，将举行“巨

型风筝天空秀”“吃春宴·舌尖上的九郎山”

“醉美九郎·音乐烧烤欢乐聚”“篷下美食嘉

年华”“城市英雄挑战赛”等十大主题活动。

玩转九郎山，赴一场春天之约，让你好看好

吃又好玩！

春日的九郎山，万木葱茏，鸟语花香。徜

徉绿道，呼吸春天的气息；登上绿心之巅，看

一场日出，神清气爽，绝对让你不虚此行。

春暖花开，放飞风筝成了这个春日最浪

漫的场景。3 月 23 日下午，在飞行基地前坪，

看一场“筝的不一样”的风筝秀，专业技术人

员，在空中放飞 2 米至 30 米不等的软体风

筝，造型新颖，精彩震撼。

3 月 23 日—5 月 5 日之间的周六、周日，

在秋瑾故居、秋瑾广场，游客可参观湘东婚

俗博物馆，了解有关婚俗知识，并体验抛绣

球、坐花轿等婚俗文化。

春日出游，怎么少得了特色美食？新鲜

蕨菜配上本地腊肉，让你垂涎欲滴。游客在

九郎山采蕨之后，可以带到各个参与活动的

农家乐以及餐饮店，免费领取一道菜品。在

飞行基地前坪、九郎山烧烤基地，帐篷、烧

烤、音乐完美搭配，啤酒免费喝，全场烧烤八

折，每个周末都可嗨到爆！

在户外课堂，原生态体验手工；爬山有

奖，为了草莓，咱们冲冲冲；障碍挑战赛，考

验你的身体和毅力；抓小猪套大鹅，挑战成

功兑换精美礼品；一见“青”心·爱在九郎山，

单身青年联谊，围炉煮茶、手作互动小游戏

……此次活动，安排了多项体验与挑战，总

有一款适合你！

九郎山省级森林公园占地面积 1000 余

公顷，其中各种林地达 680 公顷。森林防火，

人人有责。活动主办方提醒，市民和游客严

禁携带火源上山，尤其是采蕨时，要注意人

身安全，做好森林防火措施，切记不得乱扔

烟蒂，确保安全。

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