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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洲洲头堤坝出现崩岸险情，立即动

用装备对崩岸堤段进行抛石固基作业。”江

西省堤防险情应急处置演练现场，随着“中

国应急九江号”、水上救援机器人、无人机等

一批高科技装备登场亮相，“水陆空”三位一

体救援行动全面展开。

记者在现场看到，从发现管涌险情到险

情处置完毕，快速高效。此情此景，让民兵

排长余学刚感叹：“这些年参与过许多次长

江九江段的抗洪行动，见过许多抗洪装备，

但像这样的大型装备是头一次见，筑堤效率

远非人力能比。”

这也是全国首艘大型水上应急救援船

“中国应急九江号”首次参与防汛抢险救援

演练。它不仅配备了沙袋装填、抛石装置、

生命探测仪等设施，更融合了红外光电、视

频会议、5G 信息传输等技术。记者跟随冲

锋艇登上“中国应急九江号”，只见驾驶室操

控台上，系统正在侦测崩岸长度、形状及水

下地貌等相关数据。很快，声呐传回水下地

形地貌等图像和数据信息。根据实时侦测

图像，经过分析研判，现场指挥部决定采用

“抛石固脚”战法进行处置。“中国应急九江

号”根据指示，进行快速抛投，稳固坡脚，迅

速处置了崩岸险情。

为提升防汛应急能力，近年来，九江军

分区不断加强民兵应急力量体系建设，通过

预征预储、采购配备等形式，更新配备救援

无人机、砂石自动装填模块车、一体化指挥

车等。与此同时，军分区还进一步扩大无人

机、网络通信等新质民兵力量编建规模，实

现无人机操作员、冲锋舟驾驶员、网络通信

员覆盖到每个应急防汛班排。

大型装备首亮相
■林小强 本报记者 郭冬明

豫南六月，沙河水急浪高。

无人机空中盘旋、救援飞翼水面飞奔、

全地形车来往穿梭……河南省漯河市召陵

区沙河流域牡丹江大桥东段，一场军地联合

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激战正酣。

“一名‘落水’群众周边水域杂物过多，

橡皮艇无法靠近，请求救援……”对讲机中

传来指挥部指令。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

个飞翼形状的橙色救援装备，犹如逐浪起舞

的“飞鱼”，踏着浪花快速移动至指定地域，

“落水者”抓住机身两侧的手柄，很快便被拖

拽到安全地带。这条“飞鱼”，正是今年的演

练中新投入使用的智能遥控救生艇。

“辖区河网密、险段多，以往防汛演练只

注重检验传统力量的运用。”该区人武部部

长李济春介绍，今年，军地双方针对防汛抢

险任务特点，充分发挥当地企业、院校和行

业组织等科技力量优势，将无人机、无人艇

和智能工程机械等编入防汛抢险应急力量

建设体系，纳入应急管理、联演联训和日常

教育等体系，投入的人力物力减少了，防汛

抢险能力却加强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时，测地雷达

电子屏幕显示堤坝存有 2 处管涌漏水点位隐

患，并清晰地显示了三维影像图。3 名民兵

队员迅即利用堤坝管涌渗漏检测仪，为河堤

做“CT”健康体检，排除管涌隐患。

“ 以 往 利 用 看 、查 、标 等 传 统 方 式 完 成

1 千 米 大 堤 管 涌 隐 患 排 查 ，五 六 个 人 忙 活

一 整 天 也 未 必 能 把 隐 患 点 全 部 找 到 。”区

水 利 局 局 长 常 新 峰 说 ，“ 如 今 用 上 了 堤 坝

管 涌 渗 漏 检 测 仪 ，不 仅 速 度 快 ，而 且 精 度

更高。”

“飞鱼”逐浪乱流中
■伍树清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士刚

日前，湖南省常德市一场以沅水水域全

线超警戒水位、多地突发险情为背景的军地

应急力量联合防汛抢险演练拉开序幕。

常德境内水情复杂。如何在最短的时

间内完成应急抢险指挥协同、力量协同、保

障协同？这是该市今年重点攻关的课题。

“白沙洲附近 10 余名群众被洪水冲散

至沅江大桥和南站村附近水域，并有 2 名群

众失踪。”接到险情通报，澧县防汛抗洪分

队 指 挥 所 第 一 时 间 派 出 民 兵 无 人 机 分 队、

消防救援支队、蓝天救援队 3 支新质力量展

开救援行动。

在指挥部大屏幕上记者看到：一边是无

人机分队空投救生衣和救生圈，配合冲锋舟

救援“落水”群众，另一边是市消防救援支

队、蓝 天 救 援 队 通 过 放 置 水 下 声 呐 和 遥 控

SAS 水域智能救生快艇搜救“失踪”人员。

“专业救援分队施救，既提高了安全性，

也保障了救援效率。”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参

谋毛培文说，此次参演队伍较以往增加了 9

支。值得一提的是，9 支新队伍都是近两年

编建的新质力量。

导调部又传来险情：“双洲公园附近水

域 1 艘客轮进水致电路短路、客舱失火，30 余

名群众被困；李家堰段出现直径 0.5 米管涌

群……”

桃源县人武部立即组织民兵防汛抗洪

分队和无人机分队使用高压水枪、喷洒灭火

剂，控制客轮火势。同时，直升机分队负责

救援转移客轮上的“被困”人员；武陵区、临

澧县、津市民兵应急分队则使用装配式围井

封堵管涌群。

汉寿县人武部长喻志高告诉记者，这次

重点演练了水情侦察、救援群众、封堵管涌、

构筑子堤等课目，设置了一系列险情，无疑

是对参训民兵队伍抢险能力的一大考验。

临近主汛期，军分区正加紧补齐装备器

材，完善行动预案，确保一旦有情况，能迅即

出动。

新质力量初登场
■杨奇帅 本报特约记者 焦盛洋

“报告指挥部，黄河旧城控导 9、10 号坝

发生坦石坍塌险情，请求处理。”

6 月中旬，在山东省邹平市黄河防汛抢

险演练现场，接到报警后，邹平市防汛抗旱

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民兵队伍奔

赴“险情”地段。

一声令下，无人机腾空而起，直奔任务

地点。

去年，台子镇的民兵无人机操作手魏杰

参加了市人武部组织的无人机驾驶培训，并

顺利通过考核。“今天正好在实战中检验一

下培训成果！”魏杰跃跃欲试。

通过无人机空中侦察配合地面巡查获

取到的现场情况，指挥部研判决定派出 5 支

民兵应急队伍护堤抢险，吊车、挖掘机等大

型装备也立即开往现场。

今年刚编入民兵队伍的吊车司机徐浩

是第一次以民兵身份参加防汛演练。去年，

邹平市人武部在广泛开展潜力调查的基础

上，吸收了一批拥有无人机操作、吊车驾驶

等专业技能的人员加入民兵队伍，同时开展

无人机、吊车驾驶技能培训和定期考核，极

大提高了民兵分队专业救援能力。

“此次演练共有军地 21家单位、16支民兵

应急分队、500余名民兵专业骨干参加。”邹平

市人武部部长胡燕龙介绍，往年邹平市的 16

个镇街大都各自组织防汛演练，今年所属的

16个镇街民兵应急分队全部拉往黄河沿岸进

行演练。在 3天时间内，全市民兵分 3批次完

成拉练，有效提升了民兵队伍抗洪抢险能力。

专业骨干齐上阵
■韩 飞

秣 马 厉秣 马 厉 兵 防 大 汛兵 防 大 汛
——国防动员系统全力做好抗洪国防动员系统全力做好抗洪抢险准备的一组新闻抢险准备的一组新闻

“持续暴雨导致抚河水位上涨，水

文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应急

监测……”今年，江西省抚州市赶在汛

期前组织综合演练，模拟持续强降水

导致城区受灾，军地应急力量迅速前

出实施救援。作为一名防汛老兵，这

样的演练我已参加过多次，但今年的

演练还真有些不一样。

置 身 指 挥 部 ，溃 口 水 位 、流 速 流

量、形态变化等水文信息在大屏幕上

一目了然。走进水文监测席，专业人

员轻点鼠标，相关数据立即生成立体

画面。据负责水文监测的同志介绍，

科技赋能，为水文监测插上了“科技的

翅膀”。

变化远远不只这些——通过溃口

水位自动监测与模拟降水系统自动采

集功能，水位和降水数据得以实时传

输；运用遥控船 ADCP 流量监测系统，

断面流量自动采集；在全站仪溃口形

态监测中，不仅水利工程的宽度、高度

等能实时监测，救援时施救人员和被

困人员的距离也能精准测量，最远距

离可以测到 1000 米，抢险人员还可以

利用手持式电波流速仪实时测量溃口

表面流速。

有了这些水文监测新技术，从发

现情况到实施监测、从监测预警到指

挥决策、从下达指令到精准救援，我们

实施抢险救灾更加高效、精准、有力。

如今，像我一样的防汛老兵都在学习

新技术、熟悉新装备。因为，我们要跟

上这个时代。

（邱欣江、本报记者 郭冬明整理）

防汛老兵眼中的新变化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民兵应急连二排排长 袁国华

习主席在四川考察时强调，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立足于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提前做好各种应
急准备，全面提高灾害防御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一些地方防汛救灾形势复杂严峻。连日来，各地国防动员系统未雨
绸缪、秣马厉兵，积极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全力做好重点地区暴雨洪水防范应对工作。

江西省组织堤防险情应急处置演练，出动“中国应急九江

号”实施应急救援打捞作业。

吴 杨摄

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武部民兵在防汛抢险应急演练中，

紧急转运“落水”群众。 伍树清摄

湖南省常德市“沅澧-2022”军地应急力量联合防汛抢险演

练中，军地新质力量队伍展示了多种高科技救援装备。

焦盛洋摄

山东省邹平市黄河防汛抢险演练现场，民兵应急队伍分组

配合无人机、吊车等装备进行演练。 王立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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