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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以来，重庆市出现连续高温，局地最高气
温达到40℃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严峻。对于拥有
林区1.6万亩的重庆高新区含谷镇来说，无疑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

针对夏季高温连晴的特殊情况，含谷镇严
格贯彻市委、市政府和重庆高新区党工委、管委
会关于森林防火相关指示精神，总结过往经验，
用好“三劲”筑牢夏季森林“防火墙”。

严格管控“不松劲”
8月25日一大早，重庆高新区含谷镇护林

员何德香戴好草帽，带上镰刀，开始了一天的巡
山工作。“最近高温干旱，森林火灾极易发生，我
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患。”何德香一边割

着山道旁的杂草，一边向同行的伙伴嘱咐道。
进山巡山严防森林火情正是何德香和她的护林
员伙伴们每天的工作内容之一。据了解，今年
夏季以来，含谷镇森林防火上实行严格管控“不
松劲”。

为更好管控林区，预防森林火灾事故，今年
含谷镇在辖区设置31个卡点，安排68名护林
员、196名防火志愿者、专业保安70人24小时
对林区不间断巡查，89名应急救援人员随时待
命。紧急调度洒水车9辆对道路两旁植被进行
全天喷洒保湿，持续对林地周边可燃物、枯枝杂

草进行清理。驻村干部一对一、点对点盯紧看
牢林区周边22户住户113人，封闭15条进山道
路，最大程度消除火灾隐患。

备战应急“保干劲”
完善应急预案，做好救援物资储备，对于打

好森林防灭火这场硬仗至关重要。
今年，含谷镇总结以往森林防火做法，通过

建立镇、村、卡点三级防火物资存放体系，把防
火物资前移至防控一线，做好防控一线的物资
储备；应急人员、车辆按二级梯队待命，做到发
现火情第一时间奔赴现场。

同时，含谷镇还拟新建2座森林防火蓄水
池，改建森林防火检查站5座，铺设森林防火输
水管网2.21公里，切实提高防火应急处突能力。

除此以外，还积极做好森林防火安全宣传，
动员群众做好森林防火工作。一方面，通过各
林区宣传广播、微信群、森林防火宣传标识标牌
等方式，宣传森林防火知识；另一方面，开展专
题宣传讲座，发放森林防火宣传手册，普及森林
防火安全知识。截至目前，已发放宣传单
13000余份、悬挂横幅200余条、张贴海报450
张，并24小时不间断循环播放音频。

夯实智防“用准劲”
近年来，含谷镇大力推进科技赋能森林防

火，加强智慧森林防火系统建设，在易发生火情
的森林管护区新安装3个双光谱高空云平台监
测摄像头、20余个地表火报警探测器，并采取人
脸识别、远程喊话等方式，实现全天候多方位监
测林区火情，有效提升全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
能力，保证火险早发现、早报告、早扑救。

“森林防火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将随
着防火形势变化，加强分析研判、灵活调整机制，
完善防火措施，督导防火工作，加大控管力度，做
好应急准备，全力维护辖区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含谷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杨晨

重庆高新区含谷镇 用好“三劲”筑牢安全“防火墙”

本 报 讯 （记 者 崔
曜）8月 29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气象局获悉，预计8
月29日至31日，重庆将有
一次明显的降温降雨天气
过程。部分区县暴雨灾害
风险较高，由暴雨诱发的中
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
害气象风险也较高。为防
范短期内高强度降水形成
的旱涝急转，我市各部门多
举措防范随之而来的各类
安全风险。

防范山洪地质灾害

8月29日，记者从市应
急管理局获悉，由于持续极
端高温干旱导致表体土层
收缩干裂，特别是新开凿的
山林防火隔离带，一旦突然
出现强降雨，极易诱发崩
塌、滑坡、泥石流等山洪和
地质灾害。

目前，市规划自然资源
局已初步划定巫溪县、城口
县、云阳县、开州区、奉节
县、巫山县为地质灾害较高
风险区，万州、梁平等9个区
县为有一定风险区，并结合
短临气象预报及雨情、水情
实况，动态调整风险区和风
险等级。

下一步，我市相关部门
将重点关注山洪灾害危险
区、靠山靠崖临沟临河居住
点、露营野游沟道、学校、旅
游景区、交通沿线、在建涉
水工程及工棚营地等重点
区域和河道急弯顶冲、陡坡
沟口、跨沟道路桥涵、多支
交汇和河道展宽束窄处等
重点部位；落实雨前排查、
雨中巡查、雨后核查要求，
及时发出安全风险警示。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提
醒市民，出行尽量避开靠
山、靠崖、临沟、临河等地质
灾害易发区域；提醒施工单
位，警惕近期户外作业的地
质安全风险，遇到地质灾害
气象风险预警或实况降雨
达到预警等级时，按要求停
工、停业和避险撤离。

严防安全生产事故

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旱涝急转同样容
易引发安全生产事故，相关
部门应提早防范。

高温天气缓解后，企业
施工时序安排会有较大调
整，可能出现盲目赶工期、

抢进度的现象。各级建设施工监管部门加强有针对
性的监督检查，指导企业有序组织施工，坚决防止因
盲目赶工期、抢进度导致事故发生。

各级交通、公安等部门抓紧开展重点路段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警惕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的暴雨
天气，重点关注地灾易发路段的通行安全，落实好
漫水路（桥）段紧急管控措施，杜绝地灾和冒险涉
水引发事故。

旱涝转换期出现的强降水、雷电等危险因素，容
易导致危化品燃烧爆炸。监管部门应关注地处低洼
地带或靠近山体的化工企业，防止防火堤破坏、应急
池积水过多导致应对能力下降的风险，加强危化品
生产场所和仓库管理。

此外，近段时间供电供水供气设备长时间超负
荷运行，容易因设备老化、装置失效发生事故。各主
管部门和相关企业将全面开展一次基础设施设备的
安全评估和检测维护，加强线路、管网、管道安全巡查，
特别是对老旧燃气管道、电气线路设施等重点部位的
安全隐患排查。

落实301座病险水库运行措施

记者从市水利局获悉，根据最新趋势分析，受近
期上游四川地区降雨影响，长江寸滩站、嘉陵江北碚
站8月30日起可能有小幅涨水过程；受本地降雨影
响，8月30日至9月2日，我市东北部城口、巫山、巫
溪、开州、云阳、奉节、万州、梁平等区县中小河流可
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预计9月，我市长江以
北地区发生暴雨洪水的可能性较大，嘉陵江、渠江可
能出现过境洪水。

市水利局已派出27个工作组同步做好旱涝急
转工作指导，确保水库大坝安全管理责任人、山洪灾
害防御责任人、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责任人履责
到位。同时，水文部门加密会商频次，强化强降雨监
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强化中小河流陡涨预报，加强山
洪预警。

市水利局还将落实全市301座病险水库空库运
行或限制运行措施，对已完成整治未验收的143座
水库，要求其编制初期蓄水方案接受政府监管；监督
已建成、在建水工程度汛方案执行情况，组织清淤疏
浚确保泄洪通畅，严防水库违规超汛限水位运行、泄
洪通道阻塞侵占等风险。同时，在确保防汛安全前
提下，抓住降雨时机，引水入塘入库，尽力蓄水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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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方百计夺取秋粮丰收

□本报记者 颜安 实习生 廖佳欣

“真没想到，在持续高温天气下，‘神农5
优28’的结实率还能在85%以上，看来今年亩
产达到600公斤、增产10%没啥问题了。”8月
25日下午，垫江县沙坪镇毕桥村村民胡小强
冒着43℃的高温，走进离家不到200米远的
稻田，数完几株稻穗的结实粒，心里的石头终
于落了地。

“我之前就说过，叫你不要担心，现在相信
了吧？”站在一旁的市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管玉圣笑道。

“对头，之前我确实有些不相信，现在是一
点疑问都没得了。”胡小强赶忙回应。

“神农5优28”是由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和
重庆中一种业有限公司选育的、适宜重庆海拔
800米以下地区种植的一季中稻品种。“这个
品种有许多优点。”管玉圣介绍，一是节肥增
效，吸肥快，用肥少；二是分蘖力强，亩有效穗

可达 16 万穗；三是结实率高，平均结实率
89.5%；四是整精米率高，经测试可达71.8%，
比其他品种多出米10%以上；五是米质好，饭
好吃。

尽管有种种优点，但由于它是2019年才
审定的新品种，还处于市场推广套入期，农民
接受度普遍不高。今年3月，管玉圣好说歹
说，胡小强才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自己承包
的稻田里种了几亩。

不料，7月下旬以来，重庆出现大范围持
续高温天气，严重影响水稻结实。胡小强告
诉记者，因为高温，他附近一家农户种植的
另外一个水稻品种抽穗后出现许多空壳，结
实率不到 50%，一下让他的心提到了嗓子
眼。

“其实我们研发的这个品种，很大程度上
就是为了应对重庆的高温干旱天气。”管玉圣
告诉记者，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加剧，高温
天气已成为影响世界粮食生产安全最主要的

因素之一。研究表明，平均气温每升高1℃，
会造成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减产3%-
8%。常规水稻如在孕穗扬花期遇上持续10天
以上的38℃及以上高温天气，其结实率就会下
降至50%以下；气温超过43℃，水稻的雄蕊就
会“绝精”……

尽管此前有过试验，但今年极端高温天气
持续时间特别长，强度特别大，“神农5优28”
能否扛住？管玉圣心里也没底。好在新品种
没有让他失望，距离开镰不到一周，稻穗仍然
枝型完整、穗粒饱满，结实率超85%，专家测
产实收亩产达632.5公斤。

“今年我们在重庆范围内推广了 2 万
亩，按照比其他普通品种增产10%、亩均产
量600公斤来计算，能增产120万公斤。”管
玉圣说，接下来他们将积极做好“神农5优
28”的应用推广和技术服务工作，力争将
其培植成为重庆乃至周边地区的拳头品
种。

测产632.5公斤/亩 比普通品种增产10%
重庆水稻新品种扛住持续高温干旱天气考验

□张燕

当前，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本
是丰收在望，却逢“天公不作美”，给秋粮收成
带来严峻挑战。

都说农业是基本盘，重庆既是大城市，也
是大农村，农业更是压舱石。好消息是，得益
于统筹调配、抢时抢收，今年重庆的玉米收获
已超八成、水稻收获已超四成。这无疑给农民
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但这还远远不够，必须看
到，防灾减灾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确保秋粮

颗粒归仓，马虎不得、松懈不得，务必尽最大努
力，做万全准备。

保粮减损，一方面要“保”，能保一亩是
一亩；另一方面要“减”，最大限度减少农民
损失。

保粮，关键是与时间赛跑。在合川区龙
市镇海惠村，当地加班加点为农田布设给水
管道，经过提灌站抽水，1000 余亩晚熟水稻

“喝”上了水，这才保住了农民的劳动果实。
减损，关键是资金到位。比如，政府要

及时下拨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督促保险公司

加快启动农业灾害保险理赔工作，做到早赔
付、早兑现。损失止住了，农民悬着的心才
能放下。

保收，决心要大，举措要细。比如，水稻、
玉米、红薯等作物，生长条件不同，要分类制
定帮扶手段，确保精准有效。对于那些已经
受灾的地区，要制定灾后补救措施，及时抓好
补改种，努力挽回损失。目前，重庆农业部门
已充分准备种子、肥料、农膜和柴油等农资的
调剂、调运，引导农民雨后及时蓄水、翻耕空
闲田土，确保第一时间开展晚秋生产。早秋

粮损晚秋补，才能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最后一
道防线。

未雨绸缪，方寸不乱。面对之前的高温，
巴南区水利局充分发挥已建成水利工程拦蓄
作用，蓄水达到1.69亿立方米。这些水在关键
时刻派上了用场，今年高温天气时期有效解决
了18万人生产生活用水需求。把工作做到前
头，才能有条不紊、处变不惊。现在，重庆迎来
降雨，个别地区甚至有大暴雨，尤其要警惕旱
涝急转，提早防范，打有准备的仗。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粮食收成，直接关
系了每个人的饭碗，关系到农民的收入、农村
的稳定。保农业、保秋收，是政治责任。加强
统筹、全力以赴，让我们一起打赢秋粮丰收保
卫战。

秋粮能保一亩是一亩重报时论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8月29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近日，财政
部紧急下达重庆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
11.58亿元，支持我市全力抗旱保秋粮。

7月以来，我市持续高温天气，市财政局
迅速会同市农业农村委和市水利局，积极向
财政部等部委报告灾情，申请中央救灾资
金。此次财政部动用中央预备费，安排我市
水利抗旱救灾资金9.9亿元、农业抗旱保秋粮
生产资金1.68亿元。

目前，市财政局正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资
金分配方案，力争尽快将资金安排到受灾区
县，支持受灾区县开展引调提水、渠系管网
延伸及应急抗旱水源建设，保障群众饮水及
农业灌溉用水、畜禽养殖饮水，购买燃油、农
药、种子等农业生产恢复所需物资，保障秋
粮稳产。

财政部 11.58 亿元
支持重庆抗旱保秋粮

相关新闻>>>

▲8 月 29 日，在市气
象局指挥中心，气象专家
正在对增雨条件进行实时
研判。

◀8 月 30 日零点 52
分，渝北区使用火箭弹进
行人工增雨。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崔曜 杨铌紫

“我们已经准备好，经度106°36′31″，
纬度29°45′41″，请求作业！”8月30日零
点52分，渝北区双凤桥街道临时人工增雨作
业点，作业指挥长王钧立向空管部门申请增雨
作业。

“1分钟内完成作业。”空管部门批复了申请。
“开始作业！”王钧立立即下达指令，炮手

王锋按下了发射键。
不仅渝北区，从8月29日晚开始，巴南、北

碚等区县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增雨作业。
随后，中心城区大规模降雨降温，本轮高温天
气终结。

发射火箭弹后20分钟降雨

8月29日晚10点30分，重庆日报记者来到
双凤桥街道临时人工增雨作业点，只见军绿色的
增雨防雹火箭发射架已放置于临时作业区。

记者注意到，这个火箭发射架有6枚火箭
弹。“火箭弹的发射路径一定要在安全空旷、周
围没有高大建筑的区域。”王锋向记者展示了
一枚1.5米长的火箭弹，有3斤重。“一枚火箭
弹发射后，最高能到达3000米高空，可覆盖2
到8平方公里的区域，里面的碘化银能催化云
团尽快降水。”渝北区气象局局长方德贤说。

8月29日晚11点20分，方德贤打开手机
查看雷达云图，“现在云团已到大足区，很快就
会到渝北区了。”随后，作业指挥长王钧立向空
管部门申请空域。“渝北区上空航线较多，等待
空域的时间也相对较长。”方德贤解释。

挂实弹、调试设备、安全检查、撕开保
险……整个过程炮手有条不紊。

8月30日零点52分，空管指令传来：允许
作业！

王钧立下达指令，王锋在1分钟内将6枚
火箭弹以65度仰角向云团发射。

响声轰隆，腾起一阵烟雾。
约20分钟后，雨点从空中落下。

高性能增雨飞机驰援重庆

“以往重庆主要依靠高炮、火箭弹进行人
工增雨作业。为支援重庆抗旱，今年中国气象
局调派了高性能增雨作业飞机驰援重庆。”重
庆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副主任张逸轩说，这

一次作业地空联合出击，把催雨剂播撒到更大
面积的云体中。

飞机如何进行作业？张逸轩介绍，机身左
右两侧挂载焰弹播撒设备，中部左右两侧挂载
焰条播撒设备，增雨作业时，飞机将主要依靠
这两种设备释放催雨剂。

据了解，本次驰援重庆的机型是新舟60
高性能飞机。该机加装了大气探测子系统、
催化作业子系统、空地信息子系统和任务集成
子系统，能实现人工增雨、消雨、气象探测及空
地通信等功能。该机来渝后，多次执行人工增
雨作业。仅8月25日一天，重庆就开展了飞机
增雨作业两架次，飞行时间8小时，燃烧烟条
40根。

人工增雨需要一定条件

此前连晴高温天气让市民感到不适，也有
市民质疑为何不早点进行人工增雨？

对此，张逸轩解释，人工增雨只有满足以
下几个条件才能开展：一是作业区云的厚度至
少要2至3公里，云的面积达到几十平方公里；
二是有充足的水汽输送；三是有一定的上升气
流。

一般来说，厚度太薄和面积太小的云难以
提供足够多的小云滴，而云底太高则会导致雨
滴还未降落到地面就在空中蒸发了。

张逸轩表示，夏季本地产生的对流云团尺
度较小，生消迅速，作业机会稍纵即逝。只有
监测到有利条件后，抓住人工增雨条件有利窗
口期，在云系消散前开展作业，才能促使云团
发展，尽可能多地产生降水。

“目前我们通过卫星云图可以看到渝东北
的万州、云阳等地，云体发展非常旺盛，渝西地
区还是以比较薄的高云为主，很难产生降水。
但云体的走势瞬息万变，一定要随时监测，尤
其是干旱持续较长的区域。”8月29日下午6
点，在市气象局指挥中心，张逸轩紧盯着大屏

幕，时刻关注着云体的走势。
8月以来，随着高温干旱天气持续，我市各

地作业点陆续开展了值守，等待作业条件伺机
进行人工增雨作业。据统计，全市有34个区
县开展地面人工增雨作业318次，在26个区县
开展飞机增雨作业4架次，飞行15小时。

如何判断作业条件？张逸轩说，现在主要
是通过卫星和雷达等探测设备来监视云体的
变化，工作人员监视到作业条件后及时通知地
面作业人员，作业人员也可通过相应手段反馈
信息给指挥中心。

除了人工增雨，防雹也是人工影响天气
作业的目的之一。张逸轩称，强对流天气是
变幻莫测的，冰雹天气也很难预测，为防止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经济作物造成损害，要
根据农业需求适时开展人工防雹作业。主
要使用雷达等手段密切监测冰雹云，在冰雹
彻底形成前发射高炮弹等，以减轻或消除冰
雹危害。

昨夜今晨重庆多个区县实施人工增雨
本报记者现场直击渝北人工增雨作业点 中心城区本轮高温天气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