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重庆新闻 5CHONGQING DAILY

2020年6月29日 星期一
编辑 李薇帆 美编 乔宇

6月28日，綦江区石角镇，志愿者蔡长福在清淤。 通讯员 吴长飞 摄/视觉重庆

6月28日，酉阳酉酬水电站开闸泄洪。
通讯员 邱洪斌 摄/视觉重庆

6月28日，江津区蔡家镇，工作人员正在疏通被滑坡阻
断的公路。 通讯员 侯祥 摄/视觉重庆

6月28日，涪陵区龙潭镇，消防救援人员正在疏散被困群众。 通讯员 肖乐峰 摄/视觉重庆

6月28日清晨，万盛经开区丛林镇白龙湖村，镇村党员
干部与村民一起转移菌棒。通讯员 王泸州 摄/视觉重庆

6月28日，阿蓬江洪水危及黔江区濯水古镇民居。6月27日4时至28日11时，黔江区遭遇今年以来最强降雨，洪涝造成全区30个街道乡镇的道路、房屋、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灾情发生后，黔江
区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全力以赴抢险救灾和生产自救。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全力以赴抗洪救灾

——全市各地各级干部群众积极应对暴雨灾害

6月27日至6月28日，我市28个区县遭遇
暴雨天气袭击。全市各地各级干部群众积极应
对暴雨灾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
抗洪救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尽力减少灾
害损失。

28个区县遭受暴雨袭击
9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

6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水文监测总站
获悉，27日8时至28日8时，我市28个区县出现
暴雨天气过程。受降雨影响，涪陵黎香溪等9条
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

在此轮降雨中，綦江、南川、万盛、渝北、巴
南、九龙坡、沙坪坝、大渡口、南岸、江津、璧山、武
隆、石柱、涪陵、长寿、忠县、梁平、丰都、彭水、黔
江、酉阳、开州、奉节、万州、云阳、巫山、巫溪、城
口28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綦江、南川、万盛、巴
南、武隆、涪陵、丰都、石柱、彭水、黔江10个区县
出现大暴雨。

受降雨影响，涪陵黎香溪、小溪河、油江河，
江津塘河、驴子溪、笋溪河（沙埂站），綦江永丰
河，武隆大溪河（鸭江站），南川大溪河（南城站）
等9条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綦江蒲
河、通惠河、清溪河，南川大溪河（沿塘站）、龙川
江、鱼泉河，江津笋溪河（蔡家站）、綦江（五岔
站），巴南五布河，铜梁小安溪等10条次中小河
流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涪陵龙潭河、黔江唐岩
河、渝北御临河等89条次中小河流出现1～7米
涨水过程，最高水位未超警戒水位。

6月28日，綦江流域重庆段水位继续上涨。6
月28日7时，8时，市水文监测总站分别对綦江区
蒲河石角站、江津区綦江五岔站发布洪水橙色预
警，预计两站将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截至记者
28日20时发稿时，蒲河石角水文站已退至警戒
水位以下，綦江江津五岔水文站水位正缓慢回落。

洪水再袭綦江
石角从容应对

帮助药店转移药品、观测洪水上涨情况、劝
导群众远离水边……6月28日，受持续强降雨和
上游来水影响，綦江区石角镇蒲河水位再次猛
涨，石角镇应急队员、民兵朱昌万从早上6点开
始就奋战在抗洪救灾现场，3个小时里，朱昌万
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的职责。”
无论洪水有多凶猛、情况有多紧急，朱昌万始终
坚守一线。

綦江几天前才经历了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
大洪峰过境，綦江沿河的街镇、社区这次显然有
了经验。28日上午，记者在蒲河流经的石角社
区看到，沿河11个卡点全都拉上了警戒线，有专
人值守。由社区干部、居民组长、党员志愿者等
30多人组成的小组正分头转移居民。

“又来洪水了，大家要随时做好准备。”早在
27日下午4时许，石角镇石角社区党总支书记邹
红便发现，虽然大雨稍稍停歇，但蒲河的水位仍
在缓慢上涨，便举着大喇叭吼着，挨家挨户进行
洪水预警。

28日10时许，水位继续缓慢上涨，石角场镇
低洼区域已经被淹。上次洪水来袭时，有些居民
抱着侥幸心理，不肯转移，造成一些财产损失，比
如在场镇新街经营小百货的廖明霞就损失了3
万多元。

有了上次的经验教训，石角社区这次防汛分
工更细致，行动更迅速。蒲河沿边有片木架房建
筑，已有近百年历史，里面住了6户困难群众，6
名社区干部分别与他们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直
到此次汛情平安度过。

28日下午1点，水位开始缓慢下降，社区干
部、党员、志愿者们又纷纷自发走上街头清淤，帮
助受灾群众清淤、搬运物品、打扫清洁。志愿者
蔡长福一边冲洗铺满淤泥的街道，一边告诉记
者：“洪水消退，淤泥就得及时清除。现在行动起

来，后面的工作量就小了。”
蒲河最高水位已过，石角一切如常。

涪陵多人被困
消防员紧急救援

6月 28日5时许，涪陵区龙潭镇受暴雨影
响，龙潭河河水急剧上涨，龙潭河沿线及场镇大
面积被淹，当地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疏散及防汛
抢险工作。

当天，涪陵区消防救援支队得知灾情立即赶
往龙潭镇救援被困群众。到达现场后，当地群众
向消防员反映，有2名群众被困家中，随时都有
被淹没危险。

消防员到达救援地勘查发现，该住户四周被
洪水包围，周围水流特别湍急，立即驾驶动力皮
划艇进行救援，成功将被困人员营救出来。

据统计，从28日7时至下午14时洪水退，涪
陵区各救援力量共疏散当地群众3100多人，营
救被困群众300多人。

黔江提前腾空库容
多部门联动科学调度

为应对此次暴雨天气，黔江区召开了全区
“六长”临时会商会或电话会商等4次，提出了防
范应对措施，着力加强强降雨期间监测预警预
报、巡查检查和隐患风险治理，重点防御山洪、地
质灾害及城镇内涝等，提早防范。并及时以区防
办、区地指办、区气象防办《下发全区做好近期新
一轮暴雨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对全区各
级提出了防御工作措施及要求。

黔江区应急、水利部门及时联动，科学安全
调度：一是督促指导各水库、电站、水闸管理单位
根据降雨预报及上游来水情况，及时安排水库预
泄，腾出足够防洪库容，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
峰、错峰作用，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努
力减轻下游河道的防洪压力。二是畅通信息渠

道。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加强与咸丰县、酉阳
县和各水库（水电站）管理单位之间的沟通，共享
数据信息，上下协调，相互配合，共同努力做好流
域调度工作。

此次强降雨已造成黔江区2128人受灾，紧
急转移13人，黔江区将继续严格执行领导带班
和干部24小时值班制度，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情
况，密切跟踪灾情发展情况，进一步加大隐患排
查力度，严防死守，杜绝或减少次生灾害。进一
步抓好灾后重建，将组织农技员深入受灾区域和
农户，抓好灾后补救及恢复生产技术指导，最大
程度减少损失。

江津蔡家镇公路塌方
党员干部第一时间疏通

6月26日至6月28日凌晨，江津区蔡家镇
境内普降暴雨，导致全镇80处山体滑坡，这些滑
坡体最大的近千立方米，最小的有几立方米。暴
雨导致公路塌方47处，阻断了镇内多条公路，造
成数千群众出行困难。

灾情发生后，蔡家镇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机
关、村社干部、人大代表组成10个救灾小组，深
入到全镇10个村的每一条公路、每一个院坝详
细了解各村受灾情况。对暴雨引发滑坡阻断的
公路，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第一时间组织机械、
人工，首先疏通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较大的路
段，然后逐一疏通其它路段。

“我们将组织力量，两天内疏通对群众生产、
生活影响较大的路段，一周内将其它路段全部疏
通，确保群众生产、生活不受影响。”蔡家镇有关
负责人表示。

暴雨致交通中断
武隆干部群众连夜奋战救灾

6月27日至6月28日，武隆区遭遇强降雨，
全区普降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雨下的最大的时候是27日晚上11点多，各
部门以及各乡镇街道工作人员、志愿者几乎都是
连夜奋战抢险救灾。”武隆区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当地并无人员伤亡，
但暴雨引发的泥石流和塌方导致了319国道武隆
段交通中断。此外，武隆大溪河（鸭江站）超保证
水位3米，致使临河部分低洼地带房屋一楼被淹。

灾情发生后，武隆区及时启动了Ⅳ、Ⅲ级响
应，由区应急局相关负责人带队，到受灾严重的
乡镇进行灾情核查，指导乡镇做好受灾人员转
移、安置工作，紧急转移安置800人。此外还发
放10顶帐篷、100床棉被、115架折叠床到相关
乡镇，并调度5艘冲锋舟到受灾严重的鸭江镇开
展救援，巨灾保险和重大自然灾害房屋保险理赔
机制也及时启动。

截至目前，通过联勤联动、避让搬迁、紧急转
移和就近安置等方式，该区受灾群众已得到有效
妥善处置。交通中断的319国道武隆段，暴雨冲
刷导致石块四处散落，泥沙沉积最深有1米多，
道路清理工作目前仍在进行当中，预计29日中
午12点前该段交通能够全面恢复。

各区县民兵协助转移
受灾群众7000余人

6月28日，记者从重庆警备区了解到，我市持
续强降雨发生以来，各区县民兵力量紧急出动，全
力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连日来，各区县民兵协
助转移受灾群众7000余人，转移物资20余吨。

6月27日，持续强降雨导致黔江区阿蓬江出
现江水倒灌进附近一家商铺的险情，持续上涨的
水位随时威胁着周围居民点。得知情况后，黔江
区人武部迅速组织民兵防汛突击队，对发生倒灌
区域进行警戒观察，紧急疏散和劝离围观群众，
同时全力帮助群众转移财物。

在永川区，30余名应急排民兵不分昼夜参
与该区板桥镇抢险救灾。民兵们转移临近河道
的居民、搬运群众财物，同时重点对板桥河沿线

临河房屋及各主要桥梁、排洪沟、水文监测站等
危险地段逐地排查，消除隐患。

下一步，全市各区县民兵将重点开展水域巡
查工作，严密监控汛情水情，确保一有险情发生，
第一时间投入防汛抢险救援任务。

提升灾害事故快速响应能力
组建背囊化卫生应急快速小分队

6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我市将组建背囊化卫生应急快速小分队，到
今年底，各区县级医院及疾控中心都将配备应急
小分队，以提升灾害事故快速响应能力，解决紧
急医学救援最后一公里问题。

“我们正在打造背囊化卫生应急快速小分
队，每支小分队配备4到5人，装备等量的应急
背囊。”市卫生健康委卫生应急办公室、重庆市卫
生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幸奠国说，背囊里有急诊、
检测、防疫、后勤等装备设备。

幸奠国表示，按照计划，在今年底，每个区县
级医院及疾控中心都要打造一支背囊化卫生应
急快速小分队，比如医院的主攻方向是应急救
援，疾控中心就是传染病防治。遇到突发情况，
小分队既可以是先遣队，也可以是巡回队，根据
情况还可以及时补充人员、物资力量作为临时医
疗点服务老百姓。

綦江区遭遇“6·22”大洪水后，市卫生健康
委当即派出委应急办负责人和市疾控中心专家，
调派消杀防疫车赶赴綦江，指导开展环境消毒、
四害消杀、疾病监测、健康教育等。

目前，我市正在健全卫生应急长效工作机
制，重医附一院、附二院、儿童医院，以及市人民医
院、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医药高专附一院、市疾
控中心等都有专家队伍在节假日和重点时段备
勤，保证指令下达后1小时内赶赴现场给予支援。

（本报记者龙丹梅、汤艳娟、周松、李珩、颜若
雯、栗园园、崔曜，通讯员吴长飞、侯祥、左庆莹，
实习生张天杰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