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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08年5月
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给全国人民带
来的巨大创伤永远不可能释去，为了表
达对遇难者的追思，增强全民忧患意
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自2009年起，每
年5月12日被确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5 月 8 日，在第十一个防灾减灾日
到来之际，我市“5·12防灾减灾日”宣传
活动在滨州实验学校广场举行。市应
急局、教育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
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利局、海
洋发展和渔业局、气象局、市消防支队
等部门，在广场设置地震、水灾、火灾、
台风等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展板和咨询
台；滨州地震体验基地的工作人员指导
学生们开展了应急避险演练，进行了火
海逃生、楼房逃生、心肺复苏、伤员包
扎、担架制作与伤员搬运等自救互救技
能学习体验。

滨州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风雹、
洪涝、低温冷冻等多种自然灾害多发、
频发。2016年以来，我市先后遭受了4
次台风、10次风雹、6次洪涝灾害，受灾
人口累计达101.14万人，因灾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10.38亿元。此次宣传活动以

“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
线”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
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
会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
避灾自救技能，最大限度减轻自然灾害
的损失。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防
灾减灾工作，着力加强了地震监测预警
能力、防震减灾重点工程建设，启动了
民生灾害救助综合保险保障机制，成功
争创为全国、全省开展灾害风险调查和
重点隐患排查工程试点地区，全市防灾
减灾综合能力明显提升。

今后，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将深
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提高自然灾害防
治能力的决策部署，完善应急指挥体
制机制，深入排查防震减灾风险隐患，
充分运用各类科普场馆、教育基地，组
织开展灵活多样的防灾减灾体验活
动，进一步加强对广人民群众特别是
中小学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的宣
传教育。

滨州“5·12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进校园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文杰 通讯员 孙宝柱 郭玉旺

地震应急避险演练。

防灾减灾科普知识讲解。

楼房逃生。

心肺复苏。

模拟地震体验。 消防装备展示。

滨州黄河大桥原名北镇黄河大
桥，始建于 1972 年，横跨黄河天堑，
是我国一座特大公路桥梁。该桥位
于滨州市原道旭渡口下游250米处，
横跨滨州市区与小营街道，连接南北
两岸黄河大堤，沟通张（店）北（镇）公
路，是黄河下游河口区域最长的大型
钢桁架栓焊公路桥。

北镇黄河大桥是时代的产物，它
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痕迹。“隔河如
隔山，一趟好几天。踩冰淌冷汗，如
过鬼门关”。这句民谣是对修建大桥
之前黄河下游地区人们涉水渡河场
景的真实写照。上世纪 50 年代，黄
河下游北镇段的道旭渡口，就是这样
一个连通黄河两岸的船运中转点。
当时由黄河北岸的北镇去黄河以南
的张店，全都要依靠渡轮往来穿梭，
过往车辆和行人从凌晨 3 点开始排
号等待渡河，有时夜晚尚不能到达。
赶上伏汛时期，河水时常漫滩，轮渡
也不得不停驶。冬季河水结冰，车辆
行人就在结了冰的黄河上穿行，掉进
冰窟窿的事情时有发生。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正是备战、备荒的年代。70
年代初，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
志来惠民地区视察，因大水滞留在道
旭渡口，费了好多周折才过了河。他
认为，从战略战备的角度考虑，建一
座大桥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后，杨得
志亲自跑到北京，申请到了中央允许
建桥的特别批复。北镇黄河大桥同
时被赋予了特级战备桥的使命。

在各级党、政、军领导的关注下，
在山东省各地市及惠民地区各县的
支援帮助下，北镇黄河大桥 1971 年
准备建设，1972年1月1日全面开工，
由山东0016工程指挥部设计、施工，
济南军区工兵部队、惠民地区驻地解
放军官兵、省交通厅工程大队、地直

各单位干部职工，博兴、滨县、惠民、
桓台县民工，交通部大桥局五处等有
关单位工程技术人员，三千余人齐心
协力，风雨无阻，昼夜不停，不休节假
日，让桥梁建设工作加快再提前。“人
民大桥人民建，四面八方来支援。”在
建桥过程中，全国有十三个省（市）、
近一百个单位来工地传经送宝，有十
八个省（市）、四百多个单位为大桥造
设备，供材料，解决了建桥中的困难；
还有的地市和单位派人、送机具参加
施工；派剧团、宣传队、电影队来工地
进行慰问；驻地广大工农兵群众多次
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共达二万八千
余人次。原定两年任务，奋战九个
月，除两端引桥核减部分外，于当年
10 月 1 日胜利建成通车。总投资
1300 余万元。施工期间，济南军区
司令员杨得志、副司令杨国夫及桥梁
专家王超柱先后亲临工地视察、指
导。交通邮电部副部长朱春及省、
地、县负责人参加了通车典礼。

北镇黄河大桥全长 1390.61 米，
共47孔，48个墩台，150根钻孔灌注
桩，最深者近百米。主桥 4 孔，每孔
净跨112米，人字形连续钢桁架449.6
米；南端引桥1孔，长10米，为钢筋混
凝土板梁；北端引桥7孔，长231米，
为预应力混凝土梁；主桥 35 孔、长
700米，为钢筋混凝土丁型梁。桥面
铺装沥青混凝土，总宽12米，行车道
净宽 9 米，两侧人行道各 1.5 米。设
计载重为汽—15，拖—80。最大流量
为110003/秒，最高流冰水位为15.33
米（大沽基点），流冰厚度 30-40 厘
米，最厚60厘米。通航为四级航道，
净高8米。据1982年出版的《中国近
代史大事记》一书中记载：（1972年）
10月1日，山东北镇黄河大桥建成，
正式通车，这是中国目前黄河上最长

的一座公路桥。
因北端引桥连接黄河滩内公路

低洼，一旦河水漫滩，即造成南北交
通中断。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需要，经省建委批准，惠民地区
组建大桥改造工程指挥部组织施工，
将黄河大桥北端引桥改造接长1542
米，至黄河北岸新堤，再接线公路长
2200 米，通市区黄河二路。南端引
桥直线接长公路2500米与南北公路
接通。于 1984 年 5 月开工，次年 11
月主体工程竣工，至1987年10月全
线通车。共投资近5000万元（含桥头
园林设施）。施工期间为保证南北交
通，一面恢复道旭黄河轮渡，一面在改

造引桥的东侧架设辅桥。大桥改造接
长用吊装、无声爆破，导梁安装，电波
阻检验，机淤筑路等先进技术，竣工
后，月均通过机动车8000多辆次，为建
桥前黄河轮渡运输时的26倍。

黄河大桥的建成通车，结束了惠
民地区“隔河如隔山，过河如渡险”的
艰难交通运输历史，极大地改善了黄
河南北的交通运输条件，对两岸的经
济拉动作用显著。同时，也为发展鲁
北地区工农业生产，支援油田建设，
活跃城乡物资、文化交流，巩固国防，
沟通京津及华北、华东地区交通运
输，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等发挥了重要
作用。

黄河三角洲地区第一座黄河大桥
——北镇黄河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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