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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松 廖雪梅 龙丹梅
实习生 张天杰

20日12时，长江2020年第5号洪水、
嘉陵江2020年第2号洪水的洪峰通过重
庆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这次洪水是今年
入汛以来长江上游最大洪水，也是重庆历
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

这次洪水造成15个区县26.32万人受
灾，淹没商铺2.37万间，灾后恢复重建任
务繁重。目前，全市各级各部门正统筹推
进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努力把
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供水：全市自来水供应稳定

“目前全市自来水供应稳定。”市自来
水公司相关负责人昨日告诉记者，洪水来
袭前，市自来水公司就启动高水位应急预
案，对渝中区水厂立式车间用沙袋封堵立
式老井水泵基座，密闭加固窗户，严防江水
涌入车间，保证了取水泵正常运行。

同时，为防止水位继续上升、洪水进入
厂区淹没变压器，公司组织渝中区水厂干部
职工使用沙袋和彩条布，在变压器室修筑了
一条围堰，并调用水务机械抽水设备，当洪
水涌入围堰时，及时抽水外排，保护变压器。

洪峰过境期间，沙坪坝水厂汉渝路生
产系统受影响停运。市自来水公司立即启

动跨区域调水，从附近3座水厂调配水量
覆盖原供水区域，有效保障了受灾区域的
自来水供应。目前，沙坪坝水厂已全面恢
复供水。

供电：停电区域已全部恢复

8月22日，洪水退去不久，国家电网
两名红岩志愿服务队队员就走进位于菜园
坝火车站的人防开闭所排查供电设备。

由于地势低洼，人防开闭所在洪峰过
境时被完全淹没，室内淤泥厚达0.5米。

“这里的设备被洪水浸泡时间过长，已全部
损坏。”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渝中供电中
心负责人告诉记者，得知查勘结果后，他们
立即制定临时用电方案。8月23日12时
许，菜园坝片区大部分居民用电恢复。

据统计，本次抗洪抢险以及灾后抢修
复电工作，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累计投入
抢修人员15658人次，派出抢修车辆3794
台次。截至8月24日7时，所有受洪灾影
响停电的区域已经全部恢复供电。

供气：专人逐站检修设备

8月23日，星期天，室外气温飙升至
40℃。受灾严重的磁器口横街靠近江边
的区域，堆积着大量淤泥和冲上岸的垃圾，
发出阵阵恶臭。

“加把劲，今天干完。”重庆燃气集团沙

坪坝分公司汉渝路管理站维修组的工作人
员，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清理供气设备。至
下午5点，经过对管道进行吹扫、试压、置
换，这一区域的供气成功恢复。

重庆燃气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集团
正争分夺秒，抓好灾后自救，组织全面隐患
排查，安排专人逐站检修供气设备，争取早
日恢复所有受灾区域的燃气供应。

房屋：排除安全隐患再住人

8月25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委了
解到，目前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受过境洪
峰影响的城镇危房有133栋、面积3.92万
平方米，共412户，均及时撤离了人员，未
发生危房垮塌伤人事故。全市受灾的在建
房屋市政工程项目84个，受洪水影响停工
项目114个。

为确保洪水过后受灾群众生产生活秩
序尽快恢复，受灾项目尽快复工复产，市住
房城乡建委多管齐下，全力推动城乡建设
领域内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一是按照“洪水先退先核查，排除隐患
再住人”的原则，全面核查洪水影响范围内
城镇房屋是否出现变形、开裂等新增隐患
情况，以及原有城镇C、D级危房是否存在
隐患加剧情况，坚决避免人员伤亡事故发
生。同时，鼓励将城镇危房积极纳入老旧
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项目，或通过公租房

置换等方式加快推进城镇危房解危整治，
多措并举消除安全隐患。

二是加强对在建房屋市政工程等进行隐
患排查，督促责任主体单位针对不同的风险
源、隐患点建立“一对一”处置方案，对隐患
治理全过程实施监控，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三是有序组织受灾停工项目复工复
产，督促参建各方在项目复工前开展安全
自查，及时指导受灾停工项目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尽快恢复生产。

水利：优先修复水文测站、堤防等

8月25日，记者从市水利局获悉，该
局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水利设施安全大排
查，将以最快速度推动水毁工程重建。

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共有
大小河流4500余条，水库3000余座。今
年汛期以来，我市中小河流165条次发生
超警戒水位洪水，56条次发生超保证水位
洪水。洪水频发导致我市大量水利设施遭
受不同程度损毁，市水利局要求各区县水
行政主管部门要在一手抓好水旱灾害防御
各项工作的同时，一手高效抓好灾后恢复
重建，补齐水利设施水毁修复短板，加快推
动水毁设施修复工作，按时完成水毁修复
任务。特别是要优先修复水文测站、堤防、
水库工程、溢洪道、通讯设施等，及时恢复
防洪功能。

水厂恢复供水、受灾停电区域已经供电、核查受洪水影响的房屋……

多部门抓紧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

□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通讯员 饶金兰 李诗韵

8月25日，南滨路沿线全线通车。当
晚7时，海棠烟雨公园至龙门浩老街路段
甚至全线飘红——暂停的喧嚣正在重返南
滨路。

距离洪峰过境仅5天时间，在这场重
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中受灾较重的南
滨路，为何能迅速恢复？一组数据揭示了
答案：4小时，转移群众977人；8小时，转
移物资300余车；48小时，恢复沿线水电
气；72小时，道路整体清淤15万方……一
个个数字的背后，是南岸区众志成城、抗洪
救灾的时间表、作战图、攻坚战。

洪峰来临前
应急演练 准备有序

在今夏这场罕见的特大洪水中，南滨
路被淹约8公里岸线。其中，水深2米以
上达4公里，最深4.7米。

如何“抗”住这场特大洪灾？早在6
月，南岸区便提前谋划，统筹安排部署防汛
工作，特别将关注重点放在全市40个防洪
重点区域、薄弱环节风险点之一的南滨路
上。南滨路管委会多次听取水利专家意

见，询问应急管理部门准则，结合沿线实际
情况，经过数十版的修改后，出台了南滨路
防汛应急预案。

吃透了理论，实践更重要。“开展演练，
既是对预案的检验，又是作应急动员准
备。”在南滨路上，南滨路管委会先后举行
了两次应急演练。南滨路管委会安全生产
办公室科长谢菲说，应急演练邀请了相关
部门及6街3镇的负责人。“不仅让各部
门、街镇清楚各项应对洪水的措施，我们还
以应急演练情景假设的方式，让沿线商铺
都明白每一步、每个角色都在做什么。”

通过防汛预警信息发布、巡查通知、应
急响应、应急处置、衍生事故发生、响应升
级等8个部分的演练，从预警、调度、巡查、
抢险等应对全过程，让各单位进一步熟悉
防汛工作预案，深入了解防汛调度流程，提
升了迅速有效处理应对洪涝灾害的能力，
为今年南岸区安全度汛打下了坚实基础。

洪峰来临时
守夜转移 救人救物

“同志们，咬咬牙，坚持住！”洪峰过境
期间，南滨路城管大队大队长母志平不断
给队员们加油鼓劲，一丝不苟地巡视着辖
区的防汛情况。

8月19日10时30分左右，长江寸滩水
位190.85米，南滨路龙门浩月水位192米，
此时南滨路已是一片汪洋，从宏声路口至
长嘉汇，几乎所有临江物业都被洪水浸漫。

在晓月路工商银行旁，一个男子几次
想涉水进入南滨路，都被母志平阻止。经
过询问，男子称老婆怀有身孕，被困家中没
来得及撤离。“这水很深，你不要贸然涉险，
我们马上请求支援。”母志平立即联系南滨
路抗洪抢险指挥部，很快便协调消防队员
成功救出了被困孕妇。

6天5夜，南岸区防汛现场指挥部内无
一刻松懈。各部门负责人坚守于此，会商应
急方案，第一时间做出防汛抉择，做好防汛
救灾各项工作。据统计，本次洪峰过境，南
滨路有序组织转移商户300余户，转移地下
车库车辆3000余辆，转移商家物资300余
车。南滨路全线3万余人受灾，人员零伤亡。

洪峰过境后
清淤消杀 检测抢修

水电气关系着国计民生。洪峰来临
时，该区水、电、气系统干部职工沉着冷静、
专业应对，保证了洪峰过境时南岸区的水
电工程安全。洪峰过去后，他们迅速组织
人员进行排查，更换或检修设备，为第一时

间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提供了保障。
“在这种淤泥里行走，不能像平时走路

一样。淤泥里可能有玻璃渣、钉子之类的
东西，淤泥又比较滑、粘，我们只能慢慢趟
过去。”一名电力抢修工人告诉记者，除了
需要时刻小心脚下外，还得绕开堆积在路
面的障碍物。此时天上很晒，地下很滑，
500米的淤泥路足足走了40分钟。

连日来，重庆燃气集团南岸分公司上
新街客服服务管理站站长王翼和维修组组
长叶力铭，始终奔忙在片区内的大街小巷，
检查住户和商户们的天然气管道安全——
洪峰过去48小时后，沿线1.5万户及商户
全部恢复供气。

此外，卫生消杀、通讯恢复、水质检测
等一系列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正是在多方努力之下，南滨路以最快
时间“复苏”：8月23日晚上8点，南滨路沿
线灯饰及长嘉汇、弹子石老街、喜来登酒
店、东原1891、皇冠国际等标志性建筑恢
复照明；8月25日，南滨路全线恢复通车。

南岸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下一步
将在统筹做好社会稳定、秩序恢复、精准救
助等工作的同时，项目化、清单式切实补齐
城市安全短板，优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不
断提升抗御灾害能力。

44小时转移群众小时转移群众977977人人
88小时转移物资小时转移物资300300余车余车
4848小时恢复沿线水电气小时恢复沿线水电气

7272小时道路整体清淤小时道路整体清淤1515万方万方

南滨南滨路路 小时小时
快速快速““复苏复苏””的背后的背后

□陈秋涵

洪水退去，灾后恢复重建刻不容缓。连日来，重
庆的干部群众争分夺秒开展清淤消杀，加快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尽全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展现出

“水来我撤、水退人进”的坚强与智慧。
这次长江5号洪水、嘉陵江2号洪水过境重庆主

城都市区中心城区，是重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
水。面对洪魔，全市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防汛
救灾取得阶段性胜利。回顾这段惊心动魄的战洪经
历，尽管汛情灾情特别严重罕见，但未伤亡一人特别
难能可贵，干部群众特别坚韧不拔。

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事关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前，灾后恢复
重建任务艰巨繁重。夺取防汛抗洪救灾的全面胜利，
迫切需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一刻不放
松地抓好防汛救灾，灾后恢复重建要特别有力高效。

灾后恢复重建要抓紧，是对人民至上理念的恪
守。洪水过境期间，许多商超店铺、地下车库、房屋设
施、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当务之急，是把灾情摸清，
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措
施，帮助受灾企业和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从道路清
淤，到恢复供电供气，再到隐患排查治理，用心用力把
群众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问题解决好，把相关救助
措施逐项落实到位，才能让受灾群众早日重建家园、
恢复生产生活，助力企业和商户渡过难关。

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立足当
前，抓紧抓实重点工作，为受灾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保
障；还要结合“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完善防洪减灾体
系，加强防汛救灾应急现代化建设。坚持长短结合、
标本兼治，才能不断提升抗御灾害能力，筑牢防汛减
灾的坚实堤坝。

今年以来，我们接连经历了疫情、汛情，颇为不
易。在一场又一场的艰辛战斗中，重庆人民团结一
心、顽强拼搏，展现出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和作风，这
是我们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最大底气。广大干部群
众坚定信心、挥洒汗水，像江上的纤夫齐声喊号子，
同心协力抓好灾后恢复重建，一定能迎来风雨之后
的阳光，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灾后恢复重建
要特别有力高效

重报时论

本报讯 （通讯员 唐苠涵）8月25日一大早，潼南区桂
林街道双坝社区，志愿者们挥舞着铁锹、锄头、扫帚，又开始清
理淤泥和杂物，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8·16”涪江洪峰过境，洪水裹挟而来的大量淤泥和垃圾
堆积在道路和居民家中，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从8
月18日开始，桂林街道组织全体机关干部、村、社区志愿者，
同相关区级部门、兄弟镇街的志愿队伍一道，组建了27个清
扫队共计650人，参与到灾后清淤工作中。

在此次洪灾中，双坝社区房屋进水2261户，目前已清理
出2235户，三条主干道（滨江路、村内道路、运河堤坝路）约
20公里已全部清理完毕，生产便道清理完成60%。

在做好清淤工作的同时，街道还组织卫生部门开展消杀
工作。对已清理出的房屋、水井、公共区域等进行全方位消
杀，做到应消尽消，确保大灾后无大疫。

遭洪水侵袭，双坝社区1.2万亩蔬菜基地被淹，农作物损
失超过8000万元，钢架大棚基本被冲毁，下月又即将迎来秋
种，桂林街道邀请区农业农村委相关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
蔬菜种植户抓紧抢种补种，确保下半年“菜篮子”供应。

抢种补种确保“菜篮子”供应

沙坪坝区

潼南区双坝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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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芸

没条件花前月下，没时间甜言蜜语——
今年的七夕节，沙坪坝区磁器口街道有许
多爱人或情侣作为“战友”奋斗在灾后恢复
重建一线，过了一个别样的“情人节”。

“60后”的唐万兵和张学玉是保洁组
的两口子，结婚超过30年。20日洪峰过
境后，他们夫妻就组成搭档在一起清淤。
21日傍晚7点过，张学玉与3名同事一起

抱着消防水管冲淤泥，没想到和同事一起
在淤泥中跌倒，导致手臂软组织受伤。张
学玉不得不回家休养，唐万兵则继续奋斗
在一线。

“都老夫老妻了，我们不懂过啥节，但
她还是很支持我工作。”皮肤被晒得发黑发
亮的唐万兵说，“这几天虽然她没有在现
场清淤，但每天都煮好饭在家等我回去吃，
让我第二天工作有干劲。”

25日晚8点半，住房安全组的秦红林在

清水门检查被水浸泡过的房屋有无安全隐
患。不远处，妻子王亚玲正笑眯眯地用手机
选择角度，想办法让自己和丈夫“同框”。

“今年我们过七夕节的方式，居然是成
为‘战友’在一起工作。”秦红林笑着说，爱
人本来在离古镇不远的三千城工作，因灾
情严重，被临时调来参加清淤，工作地点离
自己不远。“今天我们俩就碰到了4次。”王
亚玲带着一丝羞涩说，“以前的七夕节可没
这么‘幸运’。”

“等灾后恢复重建完了，我要和你好好
休息一天，一起出去耍一趟，作为七夕节的
补偿。”秦红林拉着妻子的手说。

据了解，截至25日下午6点，沙坪坝全
区投入6549人次、233台装备开展灾后恢复
重建，已累计清淤16.7万立方米、消杀67.7
万平方米，开展房屋安全鉴定228间，排查
地质隐患5处。目前通讯设施已全部正常工
作，恢复变压器台区85台，恢复供电用户
8465户、供气用户1510户；清理道路16.5
公里，清理管网9.9公里，恢复停车场15个。

“经过努力，已有1607户住户3386
人、612户商户1725人陆续返回，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沙坪坝区政
府有关负责人表示。

七夕节，他们作为“战友”奋战在灾后恢复重建一线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 通讯员 谢凤）受涪江过境洪
水影响，涪江边的铜梁区高楼镇高楼村和涪江村受灾严重，农
作物受灾和成灾面积627亩，绝收面积495亩。

8月25日，记者在高楼村中坝蔬菜基地了解到，当地党
员干部、志愿者们带领村民，通过抬、挖、搬、铲等方式开展清
淤工作，经过连续6天奋战，4.2万吨淤泥已被清理，蔬菜基地
的骨干道路也临时恢复通行，保证了下一步大型机械能够进
场施工作业。

高楼镇镇长周瑜介绍，全镇农业损失达1189万元。为最
大限度减少损失，镇里积极开展生产自救，组织人员帮助业主
冲洗蔬菜管理房，及时召开村民业主会，收集灾情，了解需求，
并给予一定资金扶持用于恢复生产。镇里还发动蔬菜基地的
业主和村民不等不靠，做好晚秋作物种植各项准备工作，力争
在8月底前把裸露的土地用泥土回填好，再用大型机械平整
后，计划9月初开展晚秋生产，种植萝卜和叶类蔬菜。

不等不靠准备晚秋作物种植

铜梁区高楼镇

8 月 25 日中午 1 点半，南岸区罗家
坝提排泵站，排水疏浚工作人员在加紧
抢修提排泵站，让该站能快速恢复正常运
行，截流排污。当日，南岸区因洪水关停
的3座提排泵站有2座已恢复正常运行。
记者 谢智强 通讯员 李诗韵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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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抢修
提排泵站

南岸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