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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从省
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了解到，省水利专家分
析，从当前水情和预测看，台风

“美莎克”带来的洪水不能完全
退去，洪水叠加可能性大。截至
5日18时，还有6条河流超警戒
水位，102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
行。从江河水库退水规律分析，
大江大河一次洪水退水至少需7
天，台风到来之前，大江大河和
正在泄洪的水库下游河段洪水
不能完全退去，其他河流底水也
会仍然存在。一旦再遇降水汇
流，江河洪水将形成叠加趋势；

从前期降水偏多看，土壤极度饱
和，产生洪水的程度明显提高。

从洪涝灾害风险点看，此次
台风“海神”带来的雨水如果与
9号台风“美莎克”带来的雨水
一致或偏大，形成致灾性洪水风
险更大。

省水利厅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全力做好台风“海神”防御工
作。省防御办加强值班，密切监
测雨情、水情和工程运行情况。
省水利专家在省水利厅值班室
集结待命，随时准备赶赴前线进
行抢险技术支撑。/城市晚报全
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省水利专家集结待命 全力做好台风“海神”防御工作

专家分析 洪水叠加可能性较大我省迎战“双台风”
取得阶段性胜利

农业部门预测粮食不会大幅减产

全省迎战“双台风”
取得阶段性胜利

8号台风“巴威”、9号台风“美莎
克”接连来袭，速度快、风力大、雨情
急、风险叠加、影响范围广，给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面对“双台风”，省委省政府周密部
署、科学应对。省委书记巴音朝鲁、
省长景俊海先后5次专题调度，深入
基层指导防灾救灾。相关省领导下
基层、到一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防
台风工作。各级各地党委政府和各
有关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和国
家防总指导，迅速开展各项防御工
作。省防指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
实防汛行政责任人13678人，组建各
级防汛抢险指挥部4316个，组织巡
堤查险队伍3348支、66364人。采
取“干部+专家”方式，省级43个工作
组、市县两级1000余个工作组下沉
一线指导工作。全省各级发布相关
预警883次，转移避险3万余人，落实
救援力量47.8万人超前备勤。各部
门分兵把口、齐心协力，气象部门超
前提供预报预警，应急管理、气象、
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加密会商研
判频次，水利部门精细调度、科学拦
蓄洪水，自然资源部门加强地质灾
害监测预警，农业部门全面做好农
作物防灾减灾的指导工作，粮储部
门超前做好物资调运准备，其他成
员单位各负其责，全力做好防台防
汛救灾工作。各市县党委政府也及
时启动应急响应，全面落实应急预
案，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最大限度降低了台风影响。

查灾核灾全面开展
粮食不会大幅减产

据了解，“双台风”对我省造

成一定损失。部分房屋和基础设
施受损，一些电力、通信、道路受
到影响，部分地区农作物出现倒
伏。目前查灾核灾工作正在全面
开展。

针对记者关于农作物倒伏是
否带来粮食减产的问题，省农业
农村厅副厅长张永林在发布会现
场答复：倒伏不等于成灾减产，
更不等于绝产。根据实地踏察的
情况，台风对粮食产量形成的影
响偏小。

“一是作物长势基础较好。
当前玉米果穗已进入蜡熟期，成
熟度达到90%以上，已经具备抢
收条件。”在现场，张永林一边向
记者解释，一边还展示了刚刚采
摘下的颗粒饱满的新鲜玉米。

“二是玉米折断率较低、果穗
着地比例不高，能够保持通风和
散墒。”“很多倒伏玉米下面能跑
兔子”，张永林形象地描述。

当前如何开展生产自救，将
损失降到最低，是农户普遍关注
的问题。对此，省农业农村厅会
同农业专家，制定了抗灾救灾8
项措施。主要措施包括：对于倒
伏较轻的，可以顺其自然；倒伏
较重但没有完全贴在地面的，不
提倡扶起，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同时造成成本增加；对于果穗已
经着地的应采取措施保证果穗离
地避免霉变产生；大面积倒折阻
断后期产量形成的，可根据情况
用作青贮或其他用途，最大限度
减少损失。

全省严阵以待应对
“三台叠加”挑战

据气象部门预测，10号台风
“海神”将于8日上午前后从我省

东部一带移入，届时“三台叠加”
将给我省带来更大挑战。

根据应急、气象、水利等部门
研判，由于前期降水较多、土壤
饱和，发生河流库坝汛情、山洪
及地质性灾害、城乡内涝及次生
灾害的风险较大。在发布会上记
者了解到，目前全省各地各部门
正在按照5日召开的全省防灾减
灾视频会议部署，全力以赴做好
迎战准备。省防指已下发紧急通
知，对防御工作做出全面部署。

目前，全省各级应急管理系
统和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全部进入
应战状态。全省储备价值1.3亿
元的防汛抢险物资，组织70个救
灾物资储备库，全面做好物资调
运工作，已提前向吉林、延边、白
山、辉南等11个市、县预置了抢
险救援物资。全省组建各类抢险
救援队伍1904支，消防救援、森
林消防6500余名指战员严阵以
待。组织重型工程机械4633台
（套）、应急运输车辆11261台。
安排救灾安置点25920个，预备
省级救灾专项资金2.3亿元。同
时，密切关注台风走势，加密雨
情、风情、水情、汛情监测预报频
次，落实重点河段、水库、城乡低
洼地带、地质性灾害易发区责任
人，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果
断转移群众，坚决守住“不死人、
少伤人”底线。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也提醒
广大群众做好台风“海神”自我
防御工作，积极主动配合相关部
门各项部署，及时收听收看预警
信息，掌握防灾自救知识，通过
共同努力确保平安度汛。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今年第10号台风“海神”（强
台风级），9月6日14时中心位于
日本西南部海面，距离日本九州岛
南偏西方约420公里，中心附近最
大风力15级(48米/秒)。

预计，“海神”将以每小时35
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
动，逐渐向日本西南部到朝鲜半岛
南部一带沿海靠近，将于7日上午
登陆朝鲜半岛南部沿海，8日凌晨
前后移入我省。

降雨持续时间
将超过“美莎克”

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预计7
日早晨我省东南部率先出现降雨；
风雨影响将一直持续到9日；强风
雨主要集中在7日傍晚至8日；降
雨以稳定性降雨为主，最大小时雨
强为20-40毫米；降雨持续时间

将超过9号台风“美莎克”。

过去10天降雨量位居
我省历史同期多雨第一位

8月中旬以来我省进入强降
雨集中期，尤其是8号台风“巴威”
影响我省以来(8月 26日-9月 6
日)，我省大部累计雨量在100毫
米以上，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位
居我省历史同期多雨第一位。两
周时间先后受3个台风影响也是
我省历史首次出现，特别是7日开
始10号台风“海神”带来的大风和
强降雨持续时间可能长于9号台
风“美莎克”，且落区高度重叠，叠
加效应凸显，致灾风险极高。

今日夜间到明天白天
长春有大暴雨

以下是在台风“海神”及其外

围云系影响下，我省7日到9日的
天气情况。

降雨：7日白天，延边、长白山
保护区、白山、通化南部有中到大
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四平东部、长
春东部、吉林、辽源有小到中雨；7
日夜间到8日白天，全省大部有大
到暴雨，延边南部、通化、辽源、长
春、吉林部分地方有大暴雨；8日
夜间到9日白天，白城、松原、长
春、四平、吉林、辽源有中到大雨，
部分地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
中雨；9日夜间全省有分布不均阵
雨、雷阵雨。

大风：7日夜间到8日，全省大
部分地方平均风力可达5-6级，阵
风7-8级，其中中西部偏北区域及
东部近海区域部分地方阵风可达
9-11级；9日，中西部有4-5级偏
北西风，阵风6-7级。

气温：7日夜间至9日气温持续
较低，最低气温一般为11-13°C，
最高气温一般为17-19°C，10日
后气温逐步回升。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9月 3日，我省受今年第9
号超强台风“美莎克”的影响，
全省普降大到暴雨，并伴有7-
8级大风，瞬时风力达到9-11
级，部分地区发生玉米大面积
倒伏现象。为减少损失，吉林
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及时提出应
对建议。

玉米专家王立春建议，对
于田间积水的地块，及时排除
田间积水，提高土壤通透性，促
进根系和植株恢复生长。

专家不建议进行人工扶
直。一是因为虽然倒伏后3天
内扶直可挽回部分产量损失，
但由于土壤含水量较高，难以
进地操作，且对耕地造成不良
影响；二是3-4天后，扶直可造
成植株二次伤害而减产；三是
以增产为目的人工扶直，人力
物力消耗较大，从经济角度考
虑投入产出比较低。

对果穗完全着地的玉米，
专家提出，在可操作情况下及
早对果穗进行垫扶，防止果穗
发芽霉变。

为减少倒伏地块收获环节
造成的损失，应尽快做好对收
获机具的选型与改进工作，增
强联合收割机的收获能力。一
是配置低收获割台，实施贴地
面收获作业；二是建议选用不
对行收获的割台形式；三是加
长割台导锥尖长度，提高倒伏
地块果穗收起率；四是在收获
机割台上加装搅龙式捡拾器。

收获后，及时对果穗进行
降水处理，保证粮食质量。一
是收获后对收集的果穗进行人
工清选，剔除霉变；二是采取搭
建“玉米栈子”方式，进行果穗
离地储存；三是有条件的，及时
进行脱粒、烘干、入库、储存。

/吉林日报记者 孙翠翠 报道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昨日
从延边州教育局获悉，为应对
台风“海神”，9月7日、8日，全
州所有学校停课，校车停运，确
保师生安全。

6日12点40分，延边州防
汛抗旱指挥部对台风“海神”再
次会商研判，确定台风将于 7
日上午进入延边州东南部，持
续影响至8日傍晚。

另外，昨日延边州政府防

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紧急通知，
要求所有防汛工作都要做到提
前安排提前部署，特别是对中
小学校、敬老院、旅游景点等重
点场所，城市燃气、在建工地、
避灾场所、地下停车场及地下
空间、客运班线等重点区域，自
9月7日起采取停学、停工、停
业、停产、停运等措施，尽量避
免出行。/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 陆续 报道

据统计，1949年至2019年，
台风明显偏爱广东，共有189个
台风登陆广东，台湾、福建、海南
等地也常被台风光顾，而登陆东
北地区的台风则屈指可数。

相比较台风登陆而言，东北
更容易受“二手台风”影响，从历
史平均来看，平均每年影响东北
地区的台风有1.2个。然而，今
年的台风仿佛钟情东北地区，接
二连三北上，先有“巴威”、“美莎
克”，后有“海神”赶来“凑热闹”。

与其说今年的台风钟情东
北地区，不如说是台风在大尺度
环流下的被迫之举。

台风的移向会受副热带高
压、西风带槽脊、台风内力（β效

应）、高层系统、双台风等因素的
影响，其中最有决定权的还是副
热带高压。此前“巴威”和“美莎
克”都是受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不
断北上，给东北地区带来了强风
雨天气，现在“海神”也在经历着
类似的安排。

“海神”风雨影响与前期高
度叠加，将使灾害进一步加重。

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中东部
等地农田出现内涝和作物倒伏
风险较高，尤其是前期出现内涝
和作物倒伏的农田灾情将加重，
需加强管理，防范对玉米、水稻、
大豆等作物及设施农业、经济林
果等的不利影响。 /城市晚报
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海神”8日凌晨前后移入我省

长春市7日夜间到8日白天有大暴雨

应对玉米大面积倒伏
省农科院专家提出系列降损建议

延边州防指发布紧急通知
自9月7日起停学、停工、停业、停产、停运

延边州所有学校7日、8日停课

今年台风为何钟情东北地区？
在大尺度环流下的被迫之举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从9月6日召开的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8月27日至9月4日，第8号台风“巴
威”、第9号台风“美莎克”在9天内连续袭击我省。面对接踵而至、来势汹汹的“双台风”，全省上下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防汛防台风各项部署，有力有序开展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实现了“不死人、少伤人、减损失”的目标，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