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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市水利局8月14日21时30分
发布重要水情专报：2020年长江4号洪水、嘉陵江
1号洪水顺利通过主城。当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下发紧急通知，调整防汛Ⅲ级应急响应为Ⅱ级应
急响应。市水利局为此提前制定了应对方案，通
过及时预警预报、科学调度水库等措施，全力确
保长江重庆段、嘉陵江重庆段沿江城镇安全。

洪水提前过境

8月14日5时，长江2020年第4号洪水在
上游形成。按照长江委水文上游局预测，长江4
号洪水将提前抵达我市中心城区，长江渝中区菜
园坝站14日22时将出现最高水位，超保证水位
约0.75米；长江江北区寸滩站14日23时将出现
最高水位。预计长江寸滩站洪峰水位超保证水
位0.35米，长江菜园坝站洪峰水位超保证水位
0.75米，嘉陵江磁器口站洪峰水位超保证水位
0.5米。

嘉陵江沙坪坝区磁器口站于14日17时出
现洪峰水位186.72米（吴淞基面，下同），超保证
水位1.08米；长江江北区寸滩站于20时出现洪
峰水位183.9米，超保证水位0.4米，最大流量
59400立方米/秒。目前以上站点水位已开始回
落。

为应对此次洪水过境，市水利局持续启动洪
水防御Ⅱ级应急响应，并协调长江委和四川省水
利厅对四川境内溪洛渡、向家坝等水库开展联合
调度。为尽量避免嘉陵江洪峰与长江干流洪峰
叠加，市水利局继续加强与长江上游水文局和四
川省水利厅的会商，对嘉陵江上游水库群开展联
合调度，四川境内亭子口水库采取错峰下泄。同
时，市水利局向嘉陵江草街水库下达调度令，要
求控泄出库流量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减轻了长江
洪峰过境重庆主城区的防洪压力。

沿江各地平稳有序

随着嘉陵江1号洪水和长江4号洪水过境
重庆，沿江各区县及各相关部门迅速组织沿江群
众紧急撤离，沿江各地平稳有序。

14日10点，黄花园大桥水位已在警戒线上
下浮动，洪水中夹杂着大量从上游冲下的杂物，
如树枝、垃圾、建筑物残骸等，汹涌而来。

11点，记者又到了大溪沟码头附近。此时
洪水流速明显加快，水位有些许上涨。记者看
到，滨江路边亲水平台的楼梯口处都拉起了警戒
线或是设置了隔离门，亲水平台的台阶也被淹没
在水中。不少市民经过时纷纷拿出手机记录洪
水过境的壮观场面。

14日14点，记者在磁器口古镇看到，此时
嘉陵江水位仍在上涨，沿江部分商铺已被江水淹
没。为确保游客安全，相关部门在临江的金碧
桥、清水门、双飞燕桥等多处景点附近都拉起警
戒线，设置洪水警示牌，搬来桌椅板凳等作为路
障，还安排工作人员值守，禁止游客靠近即将被
江水淹没的区域，密切关注水情变化。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次洪水过境，磁
器口约有20家商铺受影响，不过这些商铺早在
社区工作人员和民警帮助下完成了撤离，不会造
成重大损失。

“洪峰过境时，磁器口撤离任务占全区的
75%左右。”沙坪坝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区、
街道提前了32小时做好防备，洪峰过境未造成
人员伤亡，财产损失降至最低。

截至14日18时，磁器口水位185.07米，超

警戒水位1.07米。
此外，记者从巴南区公安分局获悉，从14日

凌晨开始，受长江4号洪水过境影响，巴南区鱼
洞下河码头附近水位开始上涨，部分商铺面临被
水淹没的危险。为此，巴南区公安分局联合街道
干部、消防救援力量、武警官兵、应急民兵、志愿
者等近500余人，帮助189米水位线以下的30
多家商铺、40余辆车辆和2000余件物品全部完
成安全转移，并对鱼洞长江沿线进行交通管制。

14日9时起，江津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将江
津区防汛Ⅳ级应急响应提升为江津防汛Ⅲ级应
急响应。截至目前，本次长江4号洪水过境，江
津区紧急疏散6600余名群众，全区未出现人员
伤亡和较大财产损失的情况。随着水位缓慢回
落，各地后续的清淤、防疫、消毒等工作也正在有
序推进中。

其中，江津区石蟆镇作为长江入渝第一镇。
接到防汛预警后，该镇立即对位于辖区的中坝岛
上约600名常住居民进行安全劝导，在确保岛上
生活和防汛物资充足的情况下，对渡船实施了禁
航管控，同时组织200余名镇村干部及巡河监督
员加强沿河巡查和应急值守，对部分涉水路口布
置警戒线，所有码头实行封渡，对受威胁人群做
好疏散和转移准备。

江津区综合应急救援队30名队员从13日
14时抵达白沙镇开始，立即投入到人员和物资
转移工作中。截至14日上午10时，白沙镇已经
成功转移车辆3600余辆、物资9000余吨。警戒
区域内所有一层商户及住户全部迁出，共计
2300余户、5800余人。

（记者 崔曜 龙丹梅 周松 彭瑜 罗
芸 实习生 张天杰 通讯员 程雅琦）

顺利通过主城长江4号洪水
嘉陵江1号洪水

▲8月14日，渝中区菜园坝水果市场，部分门店被淹，商户正在转移商品。 记者 龙帆 实习生 孙泊远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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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江北区北滨路庙溪嘴码头，商户们正在转运集装箱。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江津区白沙镇，综合应急救援队帮助群众转移物资。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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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

依靠制度、依靠法治。
近年来，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税法以及大

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防治法
等法律更加完善。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
改革方案相继出台，尤其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制度的建立，让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生
根开花。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不断提升。

从2012年国内第一个跨省生态补偿机制试
点在新安江流域拉开至今，生态补偿机制已经在
甘肃、重庆、京津冀地区等多地开展，好山水、好
生态成了“有价之宝”。而不久前我国生态环境
领域第一支国家级投资基金——总规模885亿
元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正式设立，则为生态环境
保护经济政策体系再添新翼，绿色金融、绿色信
贷等环境经济政策更加丰富，不断激发企业治污
的内生动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既是余村蝶变之
道，更是中国经济优化发展的一个成功经验。从
小村首提到省域实践、再到成为指引整个国家前
进方向的新发展理念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这一
理念正引领中国广袤大地发生深刻变化。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以切实行动推动中国坚定走上
生态文明之路

富春江，流贯浙江中部桐庐、富阳两县区。
两岸山色秀丽，江水清碧见底，民居点缀其间，绮
丽风光自古有名。然而，富阳区曾有个“地标”大
煞风景：江边3根120米高的烟囱一字排开——
这是一家热电厂的标志性建筑。

富阳是“造纸之乡”。20多年前，3个造纸工
业园区陆续涌现。一位造纸厂老板说：“效益好
的时候，造纸就像印钱。”热电厂就是为满足当地
造纸工业用热需求而建。

腰包鼓了，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却因环境污染
而大打折扣。在一度有40多家造纸厂的大源
镇，村民们回忆说，十几年前的河水既黑又臭，鱼
虾绝迹。一到夏天，沿河村庄更是恶臭弥漫，老
人们不得不像候鸟一样迁徙到外地的子女家。

“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
继！”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赴外
地考察时就发出警示。

彼时，经过几十年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环境
问题进入了高强度频发阶段。“这既是重大经济
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2013年4月，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要求，有关方面有必要采取一次有重点、
有力度、有成效的环境整治行动，在这方面也要
搞顶层设计。

4个多月后，“大气十条”——《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出台。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
开展PM2.5治理的发展中国家。

2015年，“水十条”——《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出台。

2016年，“土十条”——《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出台。

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以壮士
断腕的勇气向污染发起总攻。习近平总书记为
之鼓劲——“我们必须咬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
过这道坎。”

为了让蓝天重现，河北向积攒多年的家底开
刀。“高炉被拆，就像自己的一条胳膊被截了肢。”
钢铁大县武安一家民营钢铁厂老板说，“但是不
断，整条命怕都保不住！”2013年以来，河北全省
累计压减钢铁产能超1.5亿吨，大量玻璃、煤炭、
水泥等产能退出，数百家企业退城搬迁。

为了让青山永驻，山东威海的夏春亭带领
员工“修山”，拉土回填、修建隧道、恢复植被，在
开采最严重的区域修筑塘坝，一干就是十多年。
昔日遍体鳞伤的矿山变成华夏城景区。2018年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这里的生态修复项目时，对通
过生态修复促进文化旅游发展、带动周边村民就

业致富的做法给予肯定。
为了让碧水荡漾，经济特区深圳打响治水提

质攻坚战。73岁的居民黄耀棠回忆说，以前的
茅洲河水“比墨水还黑，比石油还稠”。2016年
起深圳以绣花功夫推进雨污分流、源头治理，居
民们发现“茅洲河变清变美了，不时还有白鹭飞
过”。如今，当地告别散乱污、拥抱高精尖，河畔
的全至科技创新园进驻科技企业180多家，年产
值达80亿元。

富春江畔，富阳也痛下决心实施多轮造纸业
整治，腾退造纸及关联企业1000多家。热电厂
也完成了历史使命，被当地人戏称是“三支清香”
的烟囱于去年10月启动拆除。

如今的富阳，在老产业腾退转型后的旧址
上，一座吸引了一批高技术企业的富春湾新城正
在拔地而起。新时代的富春山居图正在绘就。

抛弃先污染后治理老路、探索绿色发展新
路，对一个企业、一座城市来说是艰难的挑战，对
中国经济来说更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关口。

这道关口，我们正步履坚定地跨越。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好转，经济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更加协调。去年国内生产总
值接近10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

更令人欣喜的是，在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的基础上，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实现3.2%
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恢复增
长。中国在坚持绿色发展上表现出的远见和定
力，为全球疫后经济复苏和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

的家园——

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迈向新境界

立秋已过，秋粮丰收在望。在吉林省梨树县
泉眼沟村的地里，一望无际的玉米刚刚结穗，正
是形成产量的关键农时。种粮大户张文迪正忙
着田间管理。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

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
就在刚刚过去的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
时对黑土地保护提出明确要求。张文迪很激动：

“粮食是国家的根基。黑土地就是我们种粮人的
根基。”

张文迪承包了420公顷玉米地。这几年他
在农技人员的帮助下应用了免耕技术，秋天把玉
米秸秆覆盖还田，来年春天用免耕播种机直接播
种，既减少了土壤风蚀和水蚀，又增加了土壤有
机质含量。几十年过度使用导致的地力衰竭问
题开始有了改观。张文迪笑着说：“今年的玉米
长势可好了！”

梨树向北约700公里，黑龙江伊春市的旧貌
也换了新颜。

这里位于小兴安岭腹地，曾经一木独大。全
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后，这座林城探索向生
态宜居城市转变，森林旅游成为经济新引擎。

400万公顷森林、40万公顷湿地、700多条
河流、每立方厘米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达2万个
以上……良好的生态环境让伊春成为旅游热门

“打卡地”，也让守着绿水青山的老百姓吃上了生
态饭、过上了好日子。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一
场发展观的深刻革命。

放眼全国，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一
块块生态环境的短板正在补上，一个个阻碍绿色
发展的体制和制度坚冰正在消融。

——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
草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深入推进。党的十八
大以来，全国共完成造林约7.8亿亩，生态红利不
断显现，绿色版图持续扩大。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加快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在理顺管理体
制、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

——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江河、
一个个湖泊有了专属守护者，一大批民间河长、
湖长踊跃上岗……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

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时时牵挂着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他谆谆告诫：“保护母亲河是事关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习近平总书记为长江经济带开药方——“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新路子；又为治理黄河指点要略——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推动黄河流
域高质量发展。

大河奔流，浩浩荡荡。如今，长江之病渐消，
江豚频现，鱼翔浅底。沿黄省份也大步迈向更广
阔的发展之路。大江南北的人们用汗水浇灌和
培育着共同的绿色家园。

全民义务植树如火如荼展开，“互联网+义
务植树”等形式不断创新。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
亲手种下一株株树苗，把绿色播种在大地上、播
种在孩子心里。在北京、上海等地，垃圾分类成
为人们追赶的新风尚；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共享单
车出行，购物时挂在肩头的自备购物袋则成为一
抹流行色。

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中国坚定走
绿色发展之路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成果，为全球可
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最近连续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地球
卫士奖”分别颁给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浙江
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和“蚂蚁森林”项
目，折射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生态文明实践的广泛
认可，彰显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中国担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妙地阐述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说，世界应与中国一道，
坚持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下定决心改善
环境。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4亿中国
人正以久久为功的精神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子
孙后代呵护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新华社记者 董峻 王俊禄 高敬 胡璐）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本报讯 （记者 崔
曜）8月 14日，《重庆市防
汛抗旱应急预案》（以下简
称《预案》）公开发布。《预
案》从总则、组织指挥体
系、预防预警、应急响应、
应急保障、培训与演练等
多方面，对全市行政区域
内突发性水旱灾害的预防
和应急处置作出规定。

根据水旱灾害事件的
性质、危害程度、造成的影
响等，《预案》将洪涝灾害
划分特别重大、重大、较
大、一般四级，干旱灾害划
分为特大、严重、中度、轻
度四级。在组织指挥体系
方面，重庆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在市委、市政府统一
领导下，以及重庆市减灾
委员会、重庆市自然灾害
应急总指挥部的综合协调
下，负责组织和指挥全市
防汛抗旱工作。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
称 市 防 办）设在市应急
局，承办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日常工作，组织、协调、
指导、监督全市防汛抗旱
工作;组织编制并实施市
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负责
防汛抗旱信息的收集、分
析、管理和发布，指导、监
督全市重大防汛演练和抗
洪抢险工作。

在预防预警方面，《预
案》明确，气象、水文部门
应将重要雨情、水情信息
在1小时内报市防办，控
制站点的重要水情应在30分钟内报市防
办。各级防办应及时报送水旱灾害信息，
对重大灾险情，应尽快核实情况并报本级
政府和上级防办，做到30分钟内电话报
告，1小时内书面报告。

其中，预警共划分为江河洪水预警、山
洪灾害预警、渍涝灾害预警、工程灾害预
警、干旱灾害预警、供水危机预警等六类。
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分为:Ⅰ级(红色)、Ⅱ级
(橙色)、Ⅲ级(黄色)、Ⅳ级(蓝色)四级。

按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水旱灾害
应急响应由高到底分为Ⅰ级、Ⅱ级、Ⅲ级、
Ⅳ级。水旱灾害发生后，事发地基层政府
和组织是先期处置的主要责任单位，应立
即组织开展先期处置，紧急疏散周边人员，
对现场进行警戒，防止次生、衍生灾害发
生。启动Ⅰ级、Ⅱ级应急响应后，相关部门
应发布响应指令，成立指挥机构，提出救灾
方案，实施现场管控，开展救援行动。

此外，《预案》还对制度保障、通信保
障、队伍物资保障、交通运输保障等应急保
障方面作出具体规定。根据《预案》，各级
防汛抗旱机构每年汛前或汛后至少组织1
次培训，1至2年举行1次部门联合进行的
专业应急演练;市、区县综合应急救援队伍
每年开展不少于1次的综合性应急演练;
专业救援队伍每年针对当地易发灾害和险
情进行演习。

重
庆
发
布
防
汛
抗
旱
应
急
预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