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汛基层典型

3
20232023年年77月月77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编辑编辑 邱碧湘邱碧湘
美编美编 乔乔 宇宇

连日来，我市各地深入细致排查风险，

加强涉水工程除险加固，做好地质灾害防范

应对，开展城市低洼易涝区域排查维护，严

格落实闭环管控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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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各区县积极行
动，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重要设施，全
面、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全力以赴开展
防汛救灾工作。

万州：49处断道公路已抢通

灾情发生以来，万州区先后出动村（社区）
干部、民兵3400余人，紧急避险转移群众1.2
万余名，成功避险168人；累计投入28支专业
救援队伍，1400余名专业人员参与救援。

五桥老街等区域洪水退去后，万州区第
一时间组织150余名专家对地质灾害隐患
点和受强降雨影响的房屋进行重点排查，对
全区范围内自建农房及其周边进行拉网式
排查。

另外，此次暴雨造成万州区境内10条
国省道、30条县道交通受损，其中53处完全
断道。交通部门积极展开抢险，截至7月5
日12时，万州区境内已抢通49处断道公
路，余下4处仍在全力抢通中。

涪陵：排查各类风险项目2672处

涪陵区截至目前共排查各类风险项目
2672处，检查出风险隐患185处。

该区应急管理部门联合水利等部门，建

立健全辖区内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易涝点、
危房等隐患台账；

各乡镇（街道）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网格员重要作用，紧盯防汛重点部
位和薄弱环节，重点加强对病险水库、高
位山坪塘、山洪危险区等风险点的巡查值
守，强化水利工程调度，加强清单化管理，
动态及时应对处置，最大程度规避风险、
减少损失。

针对排查出的道路基础设施等风险点，
涪陵区按照“一点一策”，及时清淤除患，对
暂时不能整改的险情，设置警示标示标牌，
加快损毁栏杆、堡坎等设施的恢复。

开州：加强739处地灾点专项核查

在地质灾害预警方面，开州区通过御天
智能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自动发送地质灾
害防范预警信息；结合降雨情况，及时提前
发送地质灾害预警短信，提醒大家做好防
范应对。

接下来，该区还将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再
排查再整治行动，特别加强739处存在地灾
安全隐患的农村居民房前屋后斜边坡的专
项核查。

目前，18名驻守地质工程师已下沉到

各乡镇一线，指导配合乡镇开展地质灾害巡
查排查、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

丰都：组建镇村组三级防汛应急队伍

7月6日，记者从丰都县获悉，为打好防
汛备汛主动仗，丰都县全域30个乡镇（街
道）组建起镇村组三级防汛应急管理网格员
队伍，依托“党支部+网格化”工作模式，压
实网格包保责任，全力筑牢防汛第一线。

依托已建立的镇村组三级防汛应急管
理网格员队伍，各乡镇党员干部下沉到村
社，与基层网格员联合开展防汛常识宣传教
育，通过“大喇叭”广播、走访入户、实地查
看、微信推送的方式，及时传达预警信息，普
及防汛自救小常识。

同时，该县做好受灾地区群众的转移避
险安置工作，切实保障转移人员“五有”，在
原居住区域风险解除前，严格、妥善做好劝
导工作，避免群众贸然返回。

城口：“人防+技防”24小时监测地灾点

城口县采取“人防+技防”的方式，通过
遍布该县的“四重网格员”、监测仪，24小时
监测地灾点，为抢险救灾赢得时间和机会，
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据介绍，在建立落实了8名县管领导包
片、系统80名党员干部包乡镇的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体系基础上，城口县采取“四重网
格员”的方式，加强监测。目前，该县落实

“四重”网格员452名，形成县地质环境监测
站专职管理员5名、驻守地质工程师22名、
片区负责人25名、群测群防员400名组成
的“四重网格员”防治体系。

秀山：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发布
到村到户到人

7月6日，秀山县将进一步加强精准监
测预警，实现会商结论精确到村、精确到小
时，并第一时间发送到村（社区）、到户、到
人。

据介绍，该县将继续加强协调联动，密
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的发展变化，加强临
灾会商和综合分析研判。

会商结论将更加精准化：精准到乡镇
（街道）、精准到村（社区）、精准到小时，努力
提高预报的准确性、及时性、指导性。与此
同时，会商指导意见还将点对点叫应到乡镇
（街道），乡镇（街道）要点对点叫应到村（社
区），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发布到村、到
户、到人。 （本报记者）

各区县：全面除险清患 及时发布预警

□本报记者 彭瑜

“买西瓜了！买西瓜了……”7月6日一大早，万州
区五桥街道五桥老街红星街人来人往，前来赶场的人
络绎不绝。

每逢三、六、九，是五桥老街赶集的日子，而红星街
又是赶集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对于刚刚遭受了洪水侵
袭的红星街来说，这一天的赶集，显得特别有烟火气。

经过一天多的紧急抢险，6日上午，红星街北端已
经清理出来，众多商家、店铺恢复营业。

为保证群众赶集安全、有序，5日下午，五桥街道
就提前做了细致安排。6日早上7点不到，近100名党
员干部赶到现场维持秩序。

蔬菜、水果、土鸡、土鸭、鱼……记者在现场看到，
集市上货品仍然十分丰富。

一些群众还特地赶到受过灾的店铺购买商品。“我
买了几十元东西。”百安街道保安村的吴其兰在徐妹超
市购买了肥皂、洗衣粉、锅铲等物品，“这几年做生意不
容易，能照顾就照顾。”

此次洪灾造成五桥老街4500余居民受灾，其中集
中安置14户25人，其余群众投亲靠友。

烟火气：洪水后又见赶集
万州五桥老街部分区域商家恢复

营业，有群众专门到受灾门市购物

7月6日16时，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联
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6日20时至7日
20时，万州区、云阳县属于风险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等级为II级（橙色预警）。巫山县、巫溪县、奉节
县、忠县、石柱县属于风险较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
险等级为III级（黄色预警）。

（记者 申晓佳）

橙色预警：
万州云阳地灾风险高▶▶

7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预计6
日夜间到7日白天，我市长江沿线及以南地区中雨到
大雨，武隆区、丰都县、石柱县个别乡镇暴雨；7日夜间
到8日白天，长江沿线以南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暴雨；8
日夜间到9日白天，中部和东南部地区中雨到大雨，局
地暴雨。

当日，市水利局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
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6日20时至7日20时，丰都县、
忠县、万州区、云阳县、奉节县、武隆区、彭水县、石柱县
有一定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其余区县也可能因局部
地区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

（记者 崔曜）

蓝色预警：
丰都等地有山洪灾害风险▶▶

本轮降雨涨水过程中，市水利局严格落实“叫应”
机制，对万州、合川等降雨涨水风险较高的区县进行电
话叫应，抽查防御责任人巡查值守情况5417次；对山
洪灾害危险区、重点防洪薄弱风险点等各类重要水旱
灾害防御风险点进行全面排查，对风险点责任人进行
重点抽查和防御指导，累计抽查指导各类风险点3882
处次，并派出工作组前往区县指导洪水防御、工程调度
及抢险技术支撑等。

（记者 刘翰书）

市水利局对风险较高区县
进行电话“叫应”▶▶

现场直击

□本报记者 周雨 见习记者 于鹏程

7月6日下午，巫山县抱龙镇洛阳村，
67岁的村民邱光华在河边呆呆站了两个多
小时，一直望着自家房屋曾经所在的位置。

4日上午的一场洪水，将他家4层高的
楼房和院坝一起冲走。

一个“意外因素”

“在这次洪灾中，我们能实现全镇零伤
亡，既有准备充足的原因，也有一个‘意外因
素’。”抱龙镇党委书记郑中原说，这个“意
外”，就是洛阳村综治专干兼群测群防员向
良付——因为他的准确预警和第一次“敲
门”，镇村干部才得以在邱光华等3户村民
房屋被冲走前及时组织他们转移，“当时，这
3户村民共有8人在家。”

3日，巫山县气象部门发布强降雨天
气预报和暴雨蓝色预警信息，县水利局发
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向良付便多了
个心眼。

4日凌晨2点37分，抱龙镇开始下雨。
4点半，向良付起床巡查抱龙河水位，5点半
又巡查一圈后，发现短短一个小时，河水竟
上涨了三四米，距离五龙桥桥面只有一米。
向良付立即给村支书万大宪打电话汇报相

关情况，并挨家挨户敲门叫醒沿河居住群
众，催促大家撤离至对面高地。

万大宪立即给住在上游的熟人打电话，
得知那里正在下大暴雨，沙场已被冲垮，便紧
急采取行动，把村干部全部叫醒，立即组织两
岸村民转移避险，又打电话向镇里汇报情况。

3户村民房屋被冲走

邱光华、王顺菊、游庆香3户村民的房屋，
都建在巫（山）建（始）公路靠近抱龙河一侧。

“4日早上5点半，村干部挨家挨户敲
门，要求大家转移到对面的高地上。”邱光华
说，他在高处等了个把小时，看到猛涨的洪
水冲垮了上游的一块菜地，“屋头放了2万
块钱，我怕水进了房子啥都没了，就想回去
拿点东西出来，村干部把我死死拉住。我从
没有想过房子会被冲走，但10多分钟后，房
子真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被冲走了。没过
一会，王顺菊、游庆香的房子也被冲走了。”

“收到向良付的预警后，我们立即组织

抱龙河沿岸紫鹅、庙梁、洛阳等地村居民转
移避险！”郑中原介绍，因担心抱龙河漫堤风
险，又当即决定对巫建公路外侧居民也进行
转移。至上午8点钟，两岸群众全部完成转
移，共转移528人。

“幸好转移得及时！”郑中原说，他们事
后得知，此次抱龙村降雨量虽然不及往年，
但由于上游雨量过大，抱龙河创下了有记录
以来的历史最高水位。

第一个“敲门人”

在这次洪灾中，向良付为何成为第一个
“敲门人”？

“主要与我的工作经历有关。”向良付
说，他于2014年被聘为洛阳村群测群防员，
负责对鹰槽地灾点进行监测，所以对预警信
息、气象发布非常关注。

7月3日，他接到镇上发布的预警信息
时就多了一个心眼，7月4日凌晨被雨声惊
醒后，立即去鹰槽地灾点查看，发现了河水
猛涨的异常情况。

向良付说，每年，县里和镇上都会组织
专题培训、开展应急演练。这不仅让他掌握
了相关专业知识，也让他在组织群众转移避
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知道组织群众怎么
跑，往哪里跑。当天早上，他和几个村干部
仅用了半个小时，就组织河边25户61人全
部完成撤离。

向良付认为，应从洪灾中吸取教训，那就
是一定要建立河流上下游联动机制。此次洪
灾，他们并不知道上游湖北建始县的天气预
报和降雨情况，幸好打电话给熟人，才了解
到真实情况，在此基础上作出准确判断。

凌晨五点半的“敲门”：洪水来了，快撤！
巫山洛阳村干部向良付第一时间预警，全镇迅速转移528人

（上接1版）

在暴雨洪流中筑起一座“红色防护堤”

连日来，巫山县遭遇多轮暴雨袭击，黛
溪河、大宁河、抱龙河各大支流水位持续上
涨，多地发生内涝，局部暴发山洪、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脆李产业严重受损，人民群众严
重受灾。面对灾情，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在暴雨洪流中筑起一座“红色防护
堤”。

全县紧急召集广大党员干部，组建救灾
突击队、群众工作队、义务巡逻队，全力守护
群众平安。该县还利用帮扶工作团、“城乡
党建结对共建”等平台，组织108个机关企
事业单位为联系村（社区）筹措防汛抗洪资

金100余万元，捐赠物资8000余件。
7月3日至4日，奉节县多地遭遇强降

雨，部分地区河水猛涨，引发洪涝，造成部分
道路塌方、山体滑坡、房屋受损、农田受毁。
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奉节县发动
6500余名党员，组建392支党员服务队、冲
锋队，紧急转移群众187户478人，全力保
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该县兴隆镇320余名党员干部分赴各
自责任区域，入户宣讲预警信息和雨情信
息，对辖区内河流河堤、积水路段、排水边
沟等重点区域点位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
紧急撤离群众64户260人，除险保畅受阻
道路12条。安坪镇合一村党支部书记骆骏
身先士卒，跳入奔流的河水中，带领党员干

部及时清除桥洞杂物，避免因河道堵塞引发
内涝……

关键时刻冲得上、危难关头豁得出

7月 4日清晨，暴雨突至。7时许，丰
都县高家镇石龙村居民邓明森屋后山坡
大面积垮塌，部分房屋遭到损毁。由于预
警及时，人员早已撤离，本次灾情未造成人
员伤亡。

此前几天，听说邓明森家屋后土质斜坡
局部有少量垮塌掉块。市地矿局107地质
队丰都地灾驻守临时党支部书记李彪、党员
何鱼立即赶赴现场。经过认真踏勘，两人认
为该处在即将来临的强降雨期间有再度失
稳垮塌的可能，遂及时提出应急处置建议，

并配合镇政府组织邓明森、邓明琼等3户9
人进行避险撤离，现场设置警戒线。由于放
心不下，其后几日，李彪、何鱼多次前往现场
勘查，劝阻居民返家，并现场给乡亲们讲授
防灾避灾知识。

据不完全统计，进入今年汛期以来，丰
都地灾驻守临时党支部全体党员及地质工
程师已完成应急调查48处，灾险情处置6
处，紧急撤离26户81人，未发生人员伤亡
事件。

灾情无大小，群众安危挂心上。关键时
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暴雨洪灾
中，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初心不
改，愈是艰险愈向前，用实际行动诠释铮铮
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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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南岸区南滨路，区
应急管理局专业救援支队队员
在进行安全巡护巡查。

入汛以来，该支队加强对南
滨路长江沿线防汛点带装巡护
巡查力度，先后出动队员350人
次，70 车次，携带装备 1050 余
套，重点监控水情、查看沿江禁
示牌、沿江周边救生用品是否完
好，对江边嬉水钓鱼者进行安全
劝导，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化解，
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打好防
汛救灾的主动战。

特约摄影 郭旭/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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