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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王天翊）洪水
退去，部分受灾市民急于搬回家中居住。
专业人士提醒：切莫大意！8月26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北碚区住房城乡建委了解
到，洪水退后又遇高温连晴，被水浸泡过
的建筑材料、基础土壤因水分蒸发快速收
缩，将加速房屋变形放大安全隐患。

近日，记者随北碚区住房城乡建委和
街道工作人员一道，对受洪水影响的房屋
进行排查鉴定。记者在水土街道解放路3
号看到，一栋木质结构房屋顶部的小青瓦
已经破损，屋盖桷板和檩木出现腐蚀，木
质构件连接处变形，导致房屋倾斜。

住户却表示“问题不大”，称这栋房子

在洪水浸泡前已有轻微倾斜，洪水后新发
生的倾斜“很小”，可以“将就住”。

“房子木料刚被洪水浸泡，加上最近高
温天气加速水分蒸发，木料还会进一步收缩
变形。”北碚区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告
诉住户，房屋倾斜可能持续加剧，引发掉物
甚至垮塌。经过劝导，住户搬离该房屋。

该负责人介绍，不只是木质结构房
屋，凡是被水淹过的建筑，都有可能因基
础沉降不均匀导致竖向、斜向开裂，或导
致房屋部分构件位移，这些都是需要注意
的房屋安全隐患。并且，水分快速蒸发造
成的地基、墙体、梁柱等收缩将放大隐患，
破坏房屋主体结构。

北碚区住房城乡建委专业人士提醒
市民，被淹房屋要经过排查鉴定才能回迁，
回迁后如观察到房屋倾斜或墙体开裂，构
件位移、木质构件腐蚀等现象，应立即撤
离，并向当地街道相关负责人报告，由专
业人士对房屋安全进行进一步检查鉴定。

洪水退后高温连晴 建筑构件易收缩

被淹房屋出现这些信号别大意

□本报见习记者 何春阳

一边是四五人一组手持水泵冲洗路
面，一边是上百人手拿铁铲把淤泥撬起后
装进渣车，金属和地面的摩擦声在空中回
荡。8月25日下午4时许，记者走进巴南
区木洞镇河街，看到街面上一派忙碌的清
淤“大战”，早前被洪峰淹过的三层河街正
在逐步恢复“容颜”。

木洞镇是重庆的千年古镇，曾是长江
边上的重要水码头。在航运功能逐步弱
化后，木洞镇重拾历史文化传统，在河边
打造了“木洞河街”这张“名片”，这里也成
为了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然而，洪峰过后，河街一片狼藉，建筑
严重受损。河街底层几乎全被淤泥覆盖，
深度达到一米多，清淤难度极大。因此，
当地采取了“先清上后清下”的策略。先

将顶层路面的淤泥清洗干净。
在二层河街，洪水过境留下的淤泥囤

积在地面，就连墙面、屋顶也贴上了一层
晒干的淤泥，现场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腥臭
味。记者看到，清淤“战士”们正在街道
上、各街边店铺内卖力挥铁铲，推送运渣
车，或徒手将裹满泥土的杂物搬到铲车
上，拿起水泵冲洗地面，现场景象繁忙。

出伏后的第一天，光线依然强烈，暑
气也未消退，大家汗流浃背、满身泥印，却
看不出丝毫倦怠。

自24日起，来自巴南丰盛镇、双河口
镇、麻柳嘴镇、东温泉镇、姜家镇、二圣镇
6个镇街的600多名民兵，与木洞镇党员
干部、志愿者、民兵200余人在木洞河街
集结，分路段开展清淤工作。

丰盛镇武装部部长赵进告诉记者，这
次来了一百多人到木洞清淤。当天早上，

二层的淤泥还有1米多深，街边店铺的门
都打不开，经过大半天的奋战，淤泥最深
的地方只能没过脚板了。

河边，一辆高空式“龙吸水”抽水车正
在作业。记者从操作手兼驾驶员邬家昊
口中得知，洪峰过后，中国安能集团重庆
分公司安排了高空式“龙吸水”和子母式

“龙吸水”抽水车各一辆到木洞，组织了40
多人到此清淤。

“龙吸水”抽水车一旁，今年66岁的李
国云正在查看抽水机的油箱。李国云是
丰盛镇王家村的村民，他告诉记者，经村
委会号召，他和村里的20个村民自愿加入
清淤队伍，他们中年纪最大的有70岁。从
22号就开始，他们每天早上六点半左右就
到这里清淤，通常到下午六七点才离开。

“木洞遭遇了这么大的洪水，我们都是挨到
的镇，应该出点力，这是义不容辞的。”

下午6时许，两列军人整齐地走到顶
层街边，几乎全员湿透，汗水和泥水在他
们脸上和身上挂出了天然“迷彩”。听到
可以原地休息一会后，有人走到一旁的水
沟处，脱下鞋，倒出了一靴子泥水。西藏
军区驻渝某综合训练基地的新闻宣传战
士李建华告诉记者，当天共有140名基地
的官兵参加清淤战。

据悉，本次长江5号洪水过境导致河
街三层均被淹，预计损失达 7000 余万
元。由于受灾面积大，且大型机械无法进
入，只能依靠人力，因此，河街清淤难度较
大。自8月21日到27日，来自巴南区七
镇的民兵、部队官兵、消防、安能、社区党
员志愿者、公安干警、医务工作者共计
5800余人次参与抢险。随着清淤工作紧
锣密鼓地进行，木洞河街也正在逐渐恢复
原貌。

千人清淤 木洞河街渐复“容颜”

□本报见习记者 何春阳

“灾后重建，重庆警备区部队打响清淤
‘攻坚战’……”8月23日8点，重庆警备区
办公室转业待安置干部潘琦打开手机，习
惯性地浏览“山城军号”公众号，看到战友
们参与清淤的消息后，他坐不住了。

“喂，陈组长，你们今天还在清淤吗？
我想过来帮忙。”他立即给警备区办公室
陈亮宏组长打去了电话。

潘琦今年37岁，8月22日，他刚参加
完市里组织的退伍军人安置前适应性培
训，目前正处于转业待安置状态。

“我们今天去巴南，正在去的路上。”
陈亮宏在电话中回答。

“你给我发个地址过来，我马上过
去。”挂完电话，潘琦换上那套熟悉的迷彩
服，穿上战靴，十多分钟后就出了门。

“首长，转业干部潘琦来报到，我能做
点啥？”9点半左右，潘琦赶到了巴滨路清
淤现场，他先向在清淤现场负责指挥的重

庆警备区办公室韩志明主任报了个到。
“好！加入左边第一组。”
受领任务，潘琦立即投身到清淤行动

中——3名年轻的战士还在用切割机锯塌
陷在泥里的雨棚和钢筋，旁边的战友们紧
接着传递木地板、瓦片、玻璃罐等硬垃
圾。潘琦也立刻插空加入了这条“传递生
产线”，徒手传递裹满淤泥的硬垃圾。

不到半小时，潘琦的迷彩服就湿了一
大半，战靴早已装满淤泥。传完硬垃圾，
他又拿起铁铲，和战友们一起将淤泥铲到
下水道旁。烈日炎炎、腥臭弥漫，他的身
上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泥浆溅到脸上，
他就用手揩一下，溅到眼镜上，他就走到旁
边的水龙头，用自来水把眼镜冲干净……

中午，潘琦和战士们一起站在路边吃盒
饭，休息不到二十分钟，又继续铲淤泥、运垃
圾……下午4时许，直到沿江店铺外围淤泥
基本清理完毕，他才带着一身泥离开现场。

潘琦说：“转业后，脱下的只是军装，
脱不掉的是军人本色！”

清淤现场 转业待岗的他“归队”了

□本报记者 白麟

8月27日上午，合川铜溪镇，街上的疏浚车泵机轰鸣，
好几名来自九龙坡管线综合事务中心的排水工人正齐心协
力，将长长的高压水管送入污水管道口，冲洗管网内部的淤
泥。

本次洪灾中，全市损毁排水管网463公里，直接经济损
失9.04亿元，其中合川区、潼南区、铜梁区等地受灾严重。
由于长时间被洪水浸泡，一些镇街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大面
积受损，雨污水管网被泥沙淤堵，污水处理设施和泵站同样
面临清淤难题。

市排水中心在了解到部分乡镇缺乏专业设备和人员，导
致污水直排并存在内涝风险后，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市住房
城乡建委关于灾后重建恢复工作部署，及时号召组织全市各
区县和排水行业有关单位，帮助受灾镇街抢修疏通排水与污
水处理设施。

九龙坡区、沙坪坝区、渝北区等各区住房城乡建委，
市水务集团、市环投集团及部分社会企业闻讯而动，及时
抽调骨干队伍和专业设备，奔赴合川、潼南、铜梁等地乡
镇支援。

仅在合川铜溪镇，就有40余名排水工作人员、4辆清淤
疏通车、1台管网内窥机器人组成的专业队伍，一大早抵达
当地，开展排水应急抢险。九龙坡管线综合事务中心在其中
投入了两辆疏浚车，该中心副主任张宏表示，支援队伍对镇
上雨污水管网的重要节点挨个进行了排查，并配合当地清掏
队伍全力抢通管网。截至当晚6点，排水应急抢险队已疏通
铜溪镇等地雨污水管网5公里，抢通40余处管网淤堵节点，
基本抢通了铜溪镇等洪涝重灾区雨污排水通道，有效缓解了
环境和内涝风险。

市住建委相关人士表示，接下来我市将进一步强化市
区、区域、政企的协调联动，广泛号召全市各区县、排水行业
有关单位及广大志愿者，建立全市城镇排水应急抢险队，健
全市级层面专业抢险人员和设备的调度管理机制，同时推动
建立全市片区排水与污水处理应急救援联动机制，实现应急
抢险“资源共享、科学调度”，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我市建立应急抢险联动协同机制

助力排水与污水
处理设施恢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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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彭瑜 通讯员 赵军 徐华权）因长
江洪峰近日过境忠县，上游带来大量的漂浮物堆积在西山渡
口码头趸船船头，如不及时清理，将对趸船的安全带来严重
威胁。8月26日，忠县交通局联合应急、城管、长江海事、白
公街道、港航等相关部门，在忠县蓝天环境有限公司的大力
援助下，对趸船垃圾实施清理。

清漂工作人员介绍，趸船堆积的漂浮物深度约两三米，
初步估计超过100余吨。由于固定趸船的锚索和钢缆纵横
交错，给清漂船施工作业增加了难度和危险。参与排险的各
部门人员结合现场情况确定了清漂方案，由蓝天公司清漂作
业。

当天上午10点，“忠清漂”22号船的传输带慢慢伸入水
中，大量漂浮物被“吸入”到船舱垃圾堆放区。由于江水湍
急，船员们操纵巨大清漂船变换着不同的方向对堆积的垃圾
物进行掘进清理。如果遇到漂浮物是大树等大体积物体，清
漂船则慢慢靠近物体，由清漂工人对其进行捆绑，再通过拉
拽等方式拉出趸船船底。经过4个多小时的奋战，漂浮物全
部清理完毕，险情排除。

忠县多部门紧急清除
百余吨围困趸船漂浮物

（上接1版）
既有保障，又无后顾之忧，李星华

这才动了心，“搬下山毕竟生活更方便，
再说也保护了山里的环境！”他主动拆
除自家违建房，还动员哥哥李星庸拆除
违建。经过核算，李星华家里6口人，每
人获得20万元补偿，李星华当上护林
员，每月可拿到2000元左右工资。

和李星华一样，村民们纷纷配合工
作，生态搬迁顺利完成。目前，北碚区
累计投入资金15.8亿元，拆除各类建筑
物53.2万平方米，核心区、缓冲区实施
生态搬迁520人，同步引导实验区地质
滑坡隐患和生态脆弱区域162人搬迁。

修复生态 再现山水美景

“现在风景好，环境美，我们经常
来。”缙云山深处，黛湖碧绿如画，音乐
声里，一群老年人跳起交际舞。今年5
月，黛湖景区对外开放，越来越多市民
前来观光游玩。前些年湖面上垃圾漂
浮、湖水呈黑褐色的情景一去不返。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开展以来，黛
湖周围违建全部拆除，北碚区还启动
黛湖绿化修复工程。2019年3月实施
黛湖清淤，一个月清除淤泥3600多立
方米。

清淤刚完，北碚区紧接着美化周边

环境，建起沿湖步道、生态展览馆、生态
厕所等，步道两旁栽上了红叶李、红枫、
紫薇。在树种的选择上，区里特别注意
突出缙云山本土植物，种下枫杨、木槿、
蒲苇等植物132种，市民们可以“春观
花、夏纳凉、秋赏叶、冬辨形”。

如今的黛湖清亮明净，湖面碧波
荡漾，湖底绿藻参差，周围绿树成荫。

“在这样的路上走一走，令人心旷神
怡。”游客们对升级改造后的缙云山称
赞连连。

“缙云山生态环道项目将通过线
型、标示、标志等技术手段，对缙云山保
护区进行划界，形成一道生态屏障，沿

线将设置驿站、露营基地等配套服务设
施。”北碚区委办副主任李俊介绍，全长
64.52公里的缙云山生态环道建设又开
始了，目前示范段500米已基本完工，
今年底示范段将建成投用，明年可望全
线贯通。

提档升级 收获金山银山

眼前，白墙黛瓦，绿树掩映；远处，
群山连绵，绿意盎然。音乐声里，几位
客人在阳台上一边品茶，一边插花。

“住在这里，安逸得很！”客人李女
士已在清欢渡民宿住了两天，仍然满是
新鲜感。清欢渡民宿已成为当地网红

打卡地，客人们纷纷慕名前来，每到周
末一房难求。

“现在的民宿是升级版！”民宿老板
孙德红说，她以前也经营农家乐，但设
施低端，环境简陋，夏天被子潮湿，得用
电热毯烘。每天跑景区门口揽客，生意
也不多。

北碚区启动综合整治拆违建，她的
农家乐也被拆了一层。生意还怎么
做？孙德红参加了区里组织的农家乐
老板到浙江参观考察活动，对农家乐怎
么提档升级有了底。现在，房间里安装
地暖和中央空调，再也不用担心潮湿。
每天都为客人房间换鲜花，一楼设立古

朴典雅的阅读室。民宿垃圾严格分类，
一些餐厨垃圾变成有机肥为菜地施肥。

现在，孙德红的民宿房间比原先少
了，收入却多了，去年利润突破100万
元，增长约4倍。“民宿改造装修还是一
方面原因，更重要的是缙云山环境好
了，大家更愿意来玩来住了！”孙德红
说。

如今，缙云山又恢复了从前的郁郁
葱葱。旅游度假区内，共有511人从事
民宿旅游业，更多的村民像孙德红一样
吃上了生态饭。绿水青山里，日子越过
越红火。

（原载《人民日报》8月27日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