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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四川盆地持续强降雨影响，长江形成
2020年第5号洪水，嘉陵江形成2020年第2
号洪水，长江、嘉陵江沿线多个水文站点出现
超保证水位，我市主要河流正迎来今年入汛后
最大洪水。洪水将持续对我市潼南、铜梁、合
川、北碚、永川、江津和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造
成较大影响。8月18日14时，我市已升级发
布洪水防御I级应急响应。

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我市各地各部门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坚决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
上，全力以赴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紧盯薄
弱环节，抓住重点部位，毫不放松、严阵以待、
严防死守，在抗洪一线筑起一道道牢不可摧的

“坚固堤坝”，守护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沙区金蓉社区
被困老人急需吸氧 洪水中紧急救援

8月18日下午3点，浑浊的洪水裹挟着杂
物，一波波涌进沙坪坝区磁器口街道金蓉社区
磁南街。

“有个居民需要吸氧，快找发电机！”被洪
水围困的磁南街2号，金蓉社区书记蒋世佳站
在二楼平台上，有些焦急地向岸边高喊——为
减少安全隐患，此时磁器口片区已断电、断气，
吸氧机无法工作。

在岸边组织撤离的街道干部将这一求助
信息发送到街道工作群和古镇商铺群。经过
权衡，大家决定将人撤出来，以避免发电机工
作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

这时，社区居民王贵蓉也急匆匆地闯进警
戒线，抹着泪说：“那个要吸氧的重病人是我弟
弟王平，久不吸氧就会有危险，求你们救救他！”

为增援蒋世佳，5名由街道城管队员、沙坪
坝区东部应急救援队队员组成的紧急救援小
组，蹚着齐大腿中部深的水，举着120救护车
提供的担架进入磁南街2号。

10多分钟后，救援小组成员和蒋世佳抬着
担架，缓缓地沿着室外楼梯走到水边。

“慢点，慢点！”有人喊着。
“等我和小赵站稳了你们再放平！”打头的

城管队员邹睿和赵江鸿率先踩进水里。
走在最后的蒋世佳控制担架的倾斜幅度，

让躺在上面的王平尽可能平稳，直到所有人都
踩到水中的平路。

此时，不断上涨的洪水一波波卷来，拍打
着6人，洪水已到大腿根部。原本还一手拎着
裤脚、一手抬担架的蒋世佳，索性两只手都牢
牢地稳住担架。

磁南街2号与磁南街4号平台，中间只隔
了五六米洪水和十来步阶梯。但为了走得更
平稳、更安全，一行人却涉水艰难地往二十多
米外的巷口走，这段平时只需10秒钟就走完
的路程，一行人走了一分多钟。

上岸后，医护人员对王平做了简单检查后
说：“没问题！”听到医生的话，几名救援队员长
吁一口气，王贵蓉激动得红了眼眶。

“明天中午水位才达到最高，还得继续战
斗。”蒋世佳望着远去的救护车说，“等洪水过
了，我一定要好好睡一觉！”

铜梁安居
昼夜坚守阵地 守堤防保安全

截至8月18日18时，涪江铜梁安居段水
位已连续24小时超过220.18米，安居堤防持
续超保证水位运行。

为了确保安居堤防安全运行，保障安居场
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支由当地公安、
消防、应急抢险等部门组成的100多人的队
伍，不分昼夜坚守在安居堤防上。

“时刻盯着江面，基本上每10分钟就有一
名队员查看水位标尺，并随时汇报。”铜梁区专
职综合应急救援队队员熊勇亮介绍，夜里，队
员们就拿着强光手电筒进行查看，“确保随时
掌握水位变化情况。”

汹涌的洪水不断冲击着安居堤防，最高水
位离堤防设计的防洪标准220.3米仅有0.12
米。站在堤防上，面对滔天洪水，不少人心里
也直打鼓。

在安居堤防上游约500米的水位监测点
上，“90后”杜飞正和水利技术人员，每隔半小时
观测一次水位的变化，并及时将数据上传到当
地防汛指挥部。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操作，但
杜飞已在岗位上不分昼夜坚守了48个小时。

“堤防一侧的坡地上出现了渗水的迹象，
如果这里垮了，后果不堪设想。”铜梁区人武部
副部长湛军介绍，为防止渗水造成的险情出
现，从8月17日接到命令开始，当地党员干部、
民兵和应急救援队员100多人不断地搬运沙
袋，持续加固堤防上的防浪墙。

“本次洪水是安居防洪堤防建成以来，经
历的最大一次洪水考验。”铜梁区水利局水利
研发中心负责人张成洪介绍，安居堤防于
2018年建成，设计标准为防御10年一遇洪水。

“我们首先是确保人员安全，第一批221
米以下的人员在8月18日20时以前全部转
移，现对223米以下的群众进行转移，目前已
经完成了5000多人的转移任务。”市水利局高
级工程师田伟介绍，当地还通过对堤防进行加

固，修好排洪泵站等措施确保堤防安全，尽最
大努力确保安居场镇不进水，确保老百姓的财
产不受损失。

江津白沙
千人应急队伍 24小时严防死守

截至8月18日16时，江津区白沙镇水位
202.3米，超保证水位1.3米。白沙城区过水街道
4条，沿江社区及涉水村居受影响人口2.1万人。
据预测，白沙镇将于8月19日23时前后出现
洪峰水位205.6米，超保证水位（201米）4.6米。

“接水文预报后，我们立即组织机关干部、
1000余人的应急队伍，开展沿街商铺劝离及
群众搬离疏散工作。”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短

短一两个小时内，该镇就已完成对临江4条主
要道路及其相关区域、支路的交通管制，并在
重点区域设置警戒卡口安排了专班专人24小
时严防死守，禁止车辆驶入，劝离观水群众。

合川
紧盯薄弱环节 强化安全管理

8月18日，嘉陵江2020年第2号洪水过境
合川区，合川城区进水。该区将防汛应急响应
升级为Ⅱ级，并安排61个区级部门、1479名机
关干部到城区三个街道办事处防汛一线“报
道”，协助开展抗洪救灾工作。

这批“防汛干部”到岗后，被分配到31个
社区、199个小组、311个点位，协助街道开展

水情值守和安全劝导，同时帮助社区工作人员
转移受困群众到安全地带，帮助临江的商户、
超市搬运物资，还开展巡查、为搬迁群众送水
送饭，确保在洪峰来临之前实现应搬尽搬，不
漏一户、不漏一人、不漏一企。截至8月18日
上午8时，合川区共转移了受灾群众16672人，
搬迁了8695户。

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从8月
16日起，合川区18700名防汛抢险人员始终坚
守在一线，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北碚正码头
提前转移群众 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8月18日，嘉陵江2020年第2号洪水过境

北碚，洪水将位于北碚老城的正码头沿江步道
全部淹没。当地提前组织群众转移，1168名
受影响群众被安置到安全地段。

8月18日中午，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江边部分商铺已灌入洪水，通往江边的各
个路口已用挡板封闭。正码头广场也拉起了
警戒线禁止群众入内。北碚滨江路实施交通
管制，禁止车辆通行。

从16号开始，北碚区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做好受威胁区域人员、物资转移等工作，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 18日上午 9
点，北碚区已转移群众 1168 人，其中包括
115家商户。

各级公安机关
靠前指挥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8月18日，我市各级公安机关闻“汛”而
动，到沿江区域帮助转移疏散群众，并对部分
被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防止市民意外进入，
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早上7时50分，沙坪坝区井口街道多处
受灾，井口派出所立即将民警、辅警分编成救
援分队，第一时间分赴受灾区域全力抗洪救
灾。民警周小勇赶到井口农贸市场，发现底层
门面大部分已被洪水淹没，部分商户正手忙脚
乱将商品往高处运送。周小勇随即叮嘱市场
工作人员切断电力防止发生意外，并召集人员
帮群众抢运财物。

8点左右，磁器口派出所接到洪峰过境预
警通知，磁器口派出所所长孙松华火速带领队
员到沿江地带的商户、居民家中，挨家挨户宣
传转移政策。8点10分，孙松华接到指令，称
水位已涨至磁器口鹅石板一带，沿线商户必须
立即转移。孙松华迅速与同事帮助商户转移
物资。经过5个多小时的努力，现场商户全部
安全转移。

18日下午，洪水持续上涨，淹没了渝中区
长滨路储奇门高架桥下道路，导致车辆无法通
行。

渝中警方得知情况后立即派出民警前往
现场，在路口架设起“禁止通行”“道路淹没
车辆绕行”的标志标识，并一直值守在现场，防
止有车辆意外闯入，同时安排民警沿江巡查、
检查，在低洼道路等可能被水淹的路段设置警
戒，组织车辆绕行或限行，通知临停车辆挪移
到高处。

下午洪水即将漫上南滨路。南岸警方得
知情况后立即派民警赶到现场，对长江大桥
渝中往南岸方向下南滨路、会展中心下南滨
路、烟雨路往南滨路、龙门路下口以及腾滨路
下口进行临时交通管控，禁止所有社会车辆
驶入南滨路，同时提醒周边看涨水的居民注
意安全。

多区县应急管理局
在关键位置设立现场指挥部驻防调度

为坚决守住洪水过境“零死亡”目标，市
应急管理局派出多个工作组赴嘉陵江、长江
沿线相关区县督导指挥。涪江、嘉陵江、长江
沿线15个区县应急管理局在防洪薄弱点等关
键位置分别设立现场指挥部驻防调度，开展
了现场管控、转移安置和抢险救灾等应急救
援行动。

在沙坪坝区，市应急管理局工作组深入
磁器口古镇等防洪薄弱环节进行现场指导
帮助。沙坪坝区应急管理局政治部主任杨
达介绍，沙坪坝区将指挥部办公场地设置在
形势最严峻的磁器口街道，以便及时掌握、
发布最新汛情，及时召开指挥部会议研究
防汛工作，督促各项防汛救灾措施落实到
位。

为实时掌握汛情、险情，17日起铜梁区防
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局）便组织应
急管理、水利、公安、规划和自然资源、建设等
单位，以及防汛专家、应急抢险队、民兵应急连
等在现场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

在潼南区，应急部门按照“三级抗洪抢险
指挥部指挥体系”在桂林街道双坝村等沿江区
域低洼地带和预判危险区设立了现场应急救
援指挥部，11支应急救援力量全部分派到各个
点位，落实专人专班进行24小时驻守，并派出
人员加强巡查巡防。

在合川区和北碚区，在当地防汛抗指挥部
办公室（应急管理局）统一调度指挥下，救援力
量正在持续增配。“自8月18日凌晨开始，所有
工作人员全部下一线，到居住地所在街道报
到，同时参与执勤值守，做好群众劝导，随后将
帮助后续清淤消杀。”合川区应急管理局一工
作人员表示。

位于两江交汇处的渝中区，按照“区领导
包街道、街道领导包社区、社区干部包网格”的
工作模式，在菜园坝、南纪门、朝天门、上清寺、
大溪沟、解放碑、化龙桥等地设置7个现场指挥
部，并由相关区领导担任指挥长现场调度指挥
人员物资疏散转移等工作。

（本报记者罗芸、陈维灯、周松、龙丹
梅、彭瑜、崔曜，见习记者苏畅，通讯员周振
宇、李秋艳、黄柏添，实习生何星熠、张天杰
采写）

他们在抗洪一线筑起“坚固堤坝”
——全市各地各部门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月18日，江津区白沙镇，当地党员干部转移受
困群众。 （受访者供图）

▲8月18日，合川区合阳城街道，工作人员和抗洪
官兵转移受困群众。 通讯员 易洪金 摄/视觉重庆

▲8月18日，铜梁区安居镇，当地党员干部、民兵和应急救援队员100多人不断地搬运沙袋，加固堤防上的防浪墙。
记者 龙帆 实习生 孙泊远 摄/视觉重庆

▲8月18日，南岸区应急局工作人员协助南滨路被淹商铺紧急转运物资。
特约摄影 郭旭/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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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19：25，渝中区储奇门，消防冲锋舟在被洪水淹没的长滨路上转移群众和
物资。 首席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