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心合力□本报记者 周松 实习生 张天杰

近日，受上游强降雨影响，长江、嘉陵
江、涪江重庆段正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大洪
水。全市武警公安消防闻“汛”而动，有力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武警官兵

400余人全力投入抢险救灾战斗

灾情就是命令，武警重庆总队400余名
官兵接到命令后，全力投入抢险救灾战斗。

8月17日凌晨2时至4时，铜梁区少云
镇洪峰过境，其主干道、部分村庄被洪水袭
击。武警合川中队官兵抵达现场后冒着倾
盆大雨，连续奋战7个多小时，先后救援被
困群众60余人，协助地方政府转移群众200
余人。

18日上午9时，巴南区鱼洞下河码头水
位达到189米，超警戒水位4米，造成部分
商铺被淹和交通中断，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
一支队出动15名兵力，携带铁铲、锄头、扫
把等便携工具，第一时间到达受灾区域全力
抗洪救灾，先后转移群众300人、抢运物资
16吨。

“最大洪峰预计凌晨到来，大家加把劲，
务必要在1小时内完成防洪加固任务！”在
重庆江北区郭家沱街道，长江水位持续上
涨，周边商铺面临威胁，总队执勤第二支队
立即派出100余名官兵紧急装填沙袋垒筑
防洪堤坝，同时帮助加紧转运物资器材。经

过10个小时连续奋战，官兵们共垒筑防洪
堤坝数十余米，帮助群众抢运物资、电器
800余件，家具2000余套，转移受困群众10
余人。

公安干警

全时段坚守汛情严重区域

洪峰来临，我市公安机关也纷纷加强与
水利、气象、应急等部门沟通，对险情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处置，扎实做好防汛救援工作。

同时，各地公安民警在沿江岸线醒目位
置和汛情严重区域全时段坚守，24小时巡
逻，拉起警戒线，设置警示标志，劝离围观群
众，指挥道路交通，排查安全隐患，解救疏散
群众，转移被困物资。

8月19日9时许，渝中区长滨路一公寓
内有百余名群众被困，其中还有十余名产妇
和婴儿。接报警后，水警总队立即调派抗洪
抢险应急突击队前往救援。

由于被困楼房大门及后门均已被洪水
淹没达1米多深，且水位仍在持续上涨。为
确保被困产妇、婴儿能安全妥善转移，救援
民警放弃背负、怀抱等常规救援方式，利用
现场物资就地制作简易箱子，让产妇和婴儿
坐在箱子中，由救援人员涉水连续往返逐人
转运，成功将他们安全转移，其他90余名被
困群众也被安全救出。

截止8月19日18时，全市公安机关共
投入警力1.5万余人次，出动车辆1400余
辆、搜救船舶30余次，参与抢险救援520余

起，营救被困人员2300余人。

消防救援队伍

10个重点区域前置备勤

为应对此次洪水过境，重庆市消防救援
总队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并及时提升潼
南、合川、渝中等嘉陵江、长江沿江重点区域
战备等级，严格落实各地领导带班制度，全
体指战员停止休假，全面进入抗洪抢险实战
状态。

根据此次洪峰“波及范围广、叠加洪水
大”等特点，市消防救援总队及时调整力量
部署，制定前置力量备勤方案，抽调机动、渝
中、南岸、永川、潼南等18个单位共550人、
90辆消防车和49艘舟（艇）组成抗洪抢险前
置力量，分别在长江（菜园坝、朝天门、储奇
门、南滨路、郭家沱）、嘉陵江（磁器口、水土
老街）和涪江（潼南城区、合川城区、铜梁安
居古镇）流域等10个重点区域前置备勤。

8月18日，涪江流域洪峰抵达潼南，受
洪水影响，潼南区桂林街道双坝村全境受灾
并有大量群众被困。根据现场指挥部统一
部署，正在现场前置备勤的潼南、永川支队
共4个水域救援编队立即投入救援。同时，
市消防救援总队全勤指挥部及大足、机动支
队2个水域救援编队和1个保障分队增援双
坝。经过15个小时的救援，潼南区前置力
量共出动47次，出动车辆24辆次，舟艇81
次，指战员383人，营救被困群众525人，疏
散被困群众50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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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死守严防死守 洪水不退队伍不撤洪水不退队伍不撤
全市武警公安消防全力以赴防汛救灾

88月月1919日日，，渝中区长滨路一家酒店和月子中心有人员渝中区长滨路一家酒店和月子中心有人员
被困被困，，南纪门街道应急办组织协调当地水上派出所民警南纪门街道应急办组织协调当地水上派出所民警、、
武警和辖区民兵武警和辖区民兵，，利用冲锋舟和大型塑料箱将被困产妇等利用冲锋舟和大型塑料箱将被困产妇等
转移到安全地方转移到安全地方。。 记者记者 魏中元魏中元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8月19日，沙坪坝区磁器口古镇，消防队员
坐在地上休息。

通讯员 孙凯芳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8月19日，记者
从重庆警备区了解到，洪涝灾害发生后，全市民
兵闻令而动，截至目前，全市共有3600余名民
兵参与驻地抢险救灾任务，共转移群众1100余
人，转移物资500余吨。

汛前，重庆警备区战备建设局与市防汛办
强化了军地联合防汛通报机制。警备区进一步
加强了值班值勤，各区县人武部领导干部全部
扑到一线，民兵围绕被困人员搜救、溺水人员急
救等内容进行了针对性训练，磨砺防汛抢险救
援精兵。

同时，沿江各重点区县人武部有针对性地
做好准备，第一时间研判形势任务，前置救灾力
量，备足增援力量，划片包干、分段巡逻，卡口守
点、逐户排查。

重庆启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后，沿江区县
应急民兵分队迅速集结待命，确保汛情险情发
生时，及时投入到抢险救援任务当中，最大限度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月18日下午4点，位于两江交汇的朝天
门码头，水位持续上涨。朝天门街道武装部、街
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在接到调度令后，应急民兵、
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50余人迅速集结，开展防
汛抢险救援，帮助商户转移物资，成功封堵车库
涌水。

在受灾较重的合川区，8月19日，涪江洪
水逐渐退去，该区民兵迅速投入到清淤消杀工
作中。合川城区水位保持高位运行，该区人武
部水上救援分队仍坚持24小时三班轮值巡逻。

全市3600余名民兵
参与抢险救灾

▲8月19日，经现场搜救排查获悉，南滨路一
居民楼有孕妇被困，消防救援队员立即乘橡皮艇
前往救援。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杨铌紫

为应对此轮过境洪水，从8月12日到
18日，市水利局向长江委发出3次调度请
示，长江委和重庆市水利局共发布了11期
水利工程调动令。8月18日，我市首次启动
Ⅰ级防汛应急响应，这意味着什么？该如何
应对？8月19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为什么？
最高洪水位触发启动条件

这是我市首次启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
根据《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启动的条
件之一：长江、嘉陵江、乌江等三江之一发生
流域性超保证洪水，或3个以上的区县城区
发生超保证洪水。

启动前，嘉陵江合川东津沱站，沙坪坝
磁器口站沿线超保证水位；长江永川朱沱
站、渝中菜园坝站、江北寸滩站沿线超保证
水位，当时根据水情预测江北寸滩站水位可
能达到1939年建站以来的最高洪水位。“防
汛形势十分严峻，完全达到启动条件了。”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总指挥长、市应急局局长
冉进红说。

怎么做？
全市防汛进入最高级别动员状态

Ⅰ级防汛应急响应启动后，全市防汛进
入了最高级别动员状态。那么，有哪些具体
的要求和行动呢？

我市的Ⅰ级防汛应急响应按规定是由
市政府按程序决定启动并发布指令，主要有
以下几项具体要求。

迅速成立应对主体指挥机构及人员。
设立防汛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指挥现场处
置工作，指挥部实行总指挥负责制，总指挥
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指挥部下设综合
协调组、抢险救援组等，形成战时高效救援
机制。启动Ⅰ级防汛应急响应的区县也要
成立以行政主要领导为总指挥的指挥部，统
一指挥调度。

制定救援方案。针对灾区制定危险区
域划分、转移撤离路线和受灾群众安置方
案；做好因本次过境洪水引发地质灾害的监
测预警和应急救援方案，做好沿江在建房屋
和基础设施施工现场的防洪安全预案，做好
沿江市政公用设施防洪安全工作。

实施现场管控。包括对道路交通、水上
交通进行管制，开展治安秩序维护，对危险
区域实施警戒，电力公司、燃气公司根据需
要切断危险区域的供电、供气。

开展救援行动。下达紧急撤离或暂
停救援行动指令，强力推进救援方案实
施；加强应急物资调度，按照指令依法依
规调用和征用应急资源，必要时请求调集
国家级救援队伍增援；成立专家组，提供

抢险救灾技术支撑和决策建议，接受指挥
调度。

及时发布灾情信息。要通过媒体或其
他正规渠道及时发布灾情进展情况，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

军地协调联调。当灾情超出处置能力
时，及时按程序商请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参与抢险救灾。

最后，依法宣传应急响应结束，迅速开
展灾后重建和调查评估工作。

咋应对？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全力抗灾救灾

Ⅰ级防汛应急响应启动后，全市防汛进
入最高级别动员状态。

“各成员单位要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
办，全力开展抗灾救灾工作。”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在Ⅰ级应急响应启动
后，防汛所需要的物资、装备、队伍、人员、资
金以及电力、运输和医疗等均优先保障受威
胁区、灾区群众。

“总的原则是，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
有衣穿、有地方住、有干净饮用水喝，生病
能及时得到治疗，对外交通、通信有基本保
障。”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处处长成家英
说。

启动Ⅰ级防汛应急响应，该怎样应对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实习生 王玉英）
8月 1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针对市防汛应急Ⅰ级响应要求，市卫生健康
委已紧急部署洪水过境防范应对及卫生应急处
置工作。

据介绍，市120调度指挥平台已加强值班
值守，确保接到报警后能科学有序调度指挥。

“消杀防疫物资已备足。”市卫生健康委有
关负责人称，市疾控中心及各区县疾控中心补
充了应急物资储备，目前消杀防疫物资储备充
分、设备状态良好，能够保障洪水后的灾后防疫
需要。

为应对洪水过境引发的次生灾害，我市紧
急安排部署重医附一院、市急救中心、市人民医
院、市职业病防治院等组织6支市级专家队伍
备勤，应对可能的各类突发事件。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也安排消杀防疫技术队伍，待洪水退
后，立即派出专家赶赴受灾严重的区县，开展环
境、饮水等消杀工作的技术指导，并协助开展灾
后防疫消杀工作。

6支市级卫生专家队伍
备勤待命

▲8月19日，江北区渔人湾码头，武警、消防、
应急防汛等人员利用沙袋构筑拦洪坝。

记者 龙帆 实习生 孙泊远 摄/视觉重庆

统筹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