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32023年年77月月66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编辑编辑 王濛昀王濛昀
美编美编 李梦妮李梦妮

我市受灾区县雨情汛情发生以

来，由当地街道和社区党员干部、志

愿者、公安民警、应急救援人员、消

防队员、武警官兵等组成的救援力

量迅速集结，尽最大努力保护好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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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7月5日18时46分，云阳县高阳镇青树村
猫耳洞，太阳虽已落山，室外气温却依然高达
35℃。

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冯伟的交通执法制
服已被汗水浸湿，他耐心地劝阻着试图通过滑
坡点的群众。

自7月1日猫耳洞滑坡点发生险情以来，
冯伟等来自云阳各个部门及高阳镇、青树村的
45名干部群众已连续在5个卡点24小时轮班
值守多天。

汗流浃背、蚊虫叮咬，还要耐心地做好群
众的解释工作，冯伟却毫无怨言，“只有我们每
个人都站好自己的岗，才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两个小时紧急撤离67户167人

7月 5日，记者来到猫耳洞滑坡点省道
S202（K105+250）处，只见路面最大沉降接近
两米，路面开裂处最宽近1米，路边的行道树
因山体整体位移而呈45°倒向澎溪河方向。

“坡上坡下的群众在7月2日凌晨已全部
转移。”高阳镇副镇长陈君告诉记者，险情发生
在7月1日，但镇里对猫耳洞滑坡点的监测早
在6月16日就已开始。

“猫耳洞不属于已有的群测群防隐患点。
接到群众报告后，我们综合地质专家意见，设
置了两名临时监测员。”陈君介绍，近半个月
里，猫耳洞的地质情况一直较为稳定，直到6
月30日的那场暴雨来临，“7月1日一早，临时
监测员就反映后岩处的横向裂缝一晚上扩大
了14厘米，同时出现了两道纵向裂缝，3道裂
缝相连。”

情况紧急，经专家综合研判后，高阳镇启
动了应急处置预案，所有机关职工及镇村干部
终止休假，全力投入应急抢险。

从7月1日深夜到7月2日凌晨短短两个
小时内，猫耳洞附近的67户、167名村民全部

安全转移。
“‘领导包楼，干部包户’，镇村干部和村民

志愿者一起努力，挨家挨户敲门动员。”让陈君
特别感动的是，村民吴美权不仅主动帮忙劝导
群众，还主动背着行动不便的老人转移。

5个卡点24小时值守

7月5日，已是吴美权义务值守卡点的第5
天。

和记者交流时，吴美权古铜色的脸庞上满
是憨厚的笑容，“都是我们该做的，街坊邻居没
事就好。”

这几天，吴美权一直和云阳交通行政执法
支队高阳大队的冯伟、黄长生一起值守省道

S202（K105+250）两端的两个卡点，“主要是
劝导大家不要从这里过路，危险得很。大家还
是比较理解配合。”

陈君介绍，滑坡险情出现后，云阳在现场
设置了8个常规监测点和7个专业监测点。监
测数据显示，滑坡纵长约200米，横宽约80
米，土层厚度3至8米，面积约1.6万平方米，体
积约8万立方米。截至记者发稿时，猫耳洞滑
坡点最大水平位移已达到5.4米。

“滑坡点上中下共有3条主要通道，我们
共设置了5个卡点。”陈君介绍，县、镇、村及各
相关部门共抽调了30余名工作人员参与卡点
值守，加上10余名自发参与的群众，一共45
人，“每个卡点配备9人，实行三班倒，一个班3

个人值守8个小时，以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此外，由于省道S202是云阳县城通往渠
马、双龙、路阳等乡镇的主要交通干道，每天车
流量和人流量极大。滑坡阻断通行后，高阳镇
不仅在主要路口设置醒目标识牌，引导过往车
辆绕行，还在澎溪河高阳渡口为群众提供免费
渡船，方便群众通行。

镇村干部同吃同住安抚群众情绪

7月5日，时间已过20时，高阳镇副镇长
黄盛和镇村工作人员刘霞、李欣、刘祖梅却还
在忙碌。

“对167名避险村民，我们按他们自己的
意愿，实行投亲靠友和集中安置两种方式妥善
安排。”黄盛介绍，镇里对投亲靠友户实行一对
一对接，随时掌控动向；另外有42位村民，集
中临时安置在高阳中学学生宿舍。

“我们4个人和他们同吃同住，确保安置
期间不断水、不停电，让群众住得下、吃得饱、
睡得好，也严防撤离人员返回滑坡点。”借着楼
道的灯光，黄盛等4人正为临时安置点里的群
众分发蚊香、花露水、藿香正气液等物品。

接过刘霞手里的花露水，一名10岁左右
的小男孩和记者闲聊着，“那天晚上我睡得很
香，遭喊醒后就住到这里了，几个孃孃对我们
很好。”

不过，并不是所有住在临时安置点的群众
都如小男孩般乐观。“有好几个都提出来要搬回
去住，情绪也比较焦躁，担心家里喂的鸡鸭。”遇
到这种情况，几名镇村干部就会耐心安抚，“首
先是听他们讲，让他们倾诉，再给他们分析现在
面临的情况，保障他们吃饱穿暖睡好。”

那么，这些避险的群众何时能够回家呢？
“设置监测点后，专家会根据监测数据给我们
合理的建议。”陈君介绍，7月1日以后，猫耳洞
滑坡点的位移程度正在减缓，“还需要等一场
暴雨，根据暴雨后的监测数据来确定下一步具
体的措施。”

云阳 45人已在滑坡点坚守5个昼夜

□本报记者 周松 崔曜 张莎

7月 3日至4日，万州区遭受暴雨袭击。
截至4日9时，24个镇乡街道达到暴雨，16个
镇乡街道大暴雨，长滩镇特大暴雨，最大雨量
261.2毫米。降雨导致万州区五桥、长岭、白羊
等36个镇乡街道受灾。面对突如其来的灾
情，多方力量迅速集结，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消防部门：
已营救出121名被困群众

7月4日，五桥街道红星街、五一街等地势
低洼区发生洪涝、道路积水、民房进水、群众被
困等险情。

6时，万州区消防救援支队第一时间调派
12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开展紧急救援，并
调派2个消防站的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增援。

到达现场后，一楼临街的商铺、住宅基本被

淹，且水位持续上涨。救援人员得知，一名八旬
老人被困地势低洼的五一街，此时洪水已经没
过了脖子，救援人员只能蹚水进入。

找到老人后，救援人员先为老人穿戴好救
生圈，并协同社区工作者利用绳索将老人转移
至安全地带。

营救完老人后，消防救援人员继续坚守一
线。他们以肩作梯、以背为桥，全力接应转移
被困群众。最终，救援人员在五桥街道救出被
困群众121人。

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
辗转2个乡镇连续奋战近30小时

7月5日18时，记者终于联系上正在长滩
镇沙滩村抢险救援的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副总
队长万平。他们已经连续奋战近30小时，营救
被困群众，打通救援通道。

4日13时，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及其渝
东北支队24名指战员向万州集结，在龙驹镇

营救出一名被困群众后，于当晚向长滩镇集
结。

万平介绍，多轮暴雨造成长滩镇内部分道
路中断、河道堵塞，针对路面路基受损严重塌
方路段，队员们采取山体扩挖及路基回填方式
开展抢修。

5日上午9点，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打通
了去往长滩镇太白溪村的道路，并对太白溪村
老人、病人、孕妇、小孩实施优先转移，为他们
分发必要生活物资。

下午2点，队伍又转向长滩镇沙滩村。根
据当地村民报告，现场还有1名失联群众。“因
土方垮塌面巨大，不能使用大型机械。”救援队
员现场研判，如果使用大型机械，随时可能产生
二次倒塌，威胁被困人员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考虑该处滑坡发生在深夜，失联群众有很
大可能被困于卧室中，救援队员决定采取边掘
进边侦测的方式，人工清淘出1条通向卧室的
通道。

“目前，救援队员正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
音视频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在狭小空间内逐步
前进。等弄清楚受困者情况后，再采取进一步
救援措施。”万平说完便挂断电话，返回救援现
场。

市红十字会：
382个赈济家庭箱驰援灾区

7月4日20时，市红十字会紧急调拨储存
在万州备灾仓库的382个赈济家庭箱发放到
长滩、五桥、长岭、龙驹、走马等灾民集中安置
点，为灾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

赈济家庭箱内含毛毯1床、毛巾2条、防潮
垫1张、卫生纸2卷、拖鞋3双、洗衣皂2块、香
皂1块、牙刷4支、牙膏1支、不锈钢碗4只、不
锈钢餐勺4把、筷子4双、可折叠式硅胶水桶1
个、手压电筒1个、折叠非一次性雨衣2件等。

此外，万州区红十字会正在组织志愿者力
量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肩作梯背作桥 边探测边掘进

万州 救援力量吹响抢险“集结号”

□本报记者 周松

7月4日凌晨，万州区五桥街道五间桥
社区、香炉山社区、万石桥社区被洪水席
卷。

5时，五桥河水迅速漫上五桥红星街
路面。正在所里值班的五桥派出所辅警王
月娇接到指令，立即赶往红星街。

天刚微亮，王月娇赶到时，街面上的积
水已经淹到小轿车车轮的高度。街面两侧
都是临街门市，王月娇与街道工作人员一
户一户通知沿街居民紧急疏散。刚通知
完，洪水就涨到了小轿车雨刷器的高度，街
上已完全无法通行。王月娇跟随最后撤退
的群众撤到安全区域。

但王月娇并没有休息，而是一直站在
警戒线边维护秩序，防止群众误入洪水
区。9时，洪水消退，地面留下一层厚厚的
淤泥。一夜未眠的王月娇踩着齐膝深的淤
泥前行时，不慎摔倒，下颚被路沿磕伤，顿
时血流不止。

“同事劝我先去处理伤口，但现场人手
不够，我就想等等再去。”王月娇和同事们
一直守在警戒线旁，耐心劝说心急返家的
群众。周围群众看到王月娇满身泥泞和
血迹，关心地上前询问。

“没事没事，都是应该的。”王月娇用较
为干净的手背抵住下颚伤口，笑着回应
道。直到10时洪水完全退去，王月娇才到
医院处理伤口。

当天，王月娇配合其他救援力量紧急
疏散群众200余人，成功救援被困群众10
余人。

满身是泥的他用手背抵住
下颚伤口坚守在警戒线前

防汛基层典型

7月4日，王月娇摔伤后，用手背抵住
伤口。 （万州区公安局供图）

7月5日，云阳高阳镇青树村猫耳洞滑坡点，工作人员正在查看省道S202路面破损情况。
首席记者 陈维灯 摄/视觉重庆

7 月 4 日，武
警官兵奔赴一线。

通讯员 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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