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碚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8月24日

是北碚区水土街道的赶场日。重庆日报
记者在位于嘉陵江边的水土街道苟家桥
农贸市场看到，由于当地高效快速地进行
灾后清淤消杀工作，同时为赶场商户开辟
了临时农贸市场，赶场天又热闹起来了。

8月20日，随着嘉陵江洪峰过境后，

洪水渐渐退去，街道立即启动清淤消毒恢
复重建工作，村（社区）干部、志愿者、民
兵、武警官兵、消防战士、医生、电力工人
等第一时间投入清淤消杀中。为了方便
市民8月24日赶场，当地特意清理出苟家
桥农贸市场外的露天区域。当天，居民们
和商户们得以在这里照常买菜、买物资。

水土街道的赶场日又热闹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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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晓静 崔曜

8月22日，重庆将防汛Ⅰ级应急响应
调整为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此前两天，长江2020年第5号洪水、
嘉陵江2020年第2号洪水相继通过重庆
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这次我市历史上
罕见的特大洪水，造成15个区县26.32万
人受灾，淹没商铺2.37万间。截至22日洪
水消退，重庆坚守住了“零死亡”目标。

山城无恙，两江安澜。
特大洪水来袭，无疑是对重庆应急系

统的一次“大考”。
“零死亡”的成绩如何得来？重庆应

急系统又是如何应考的？

提前谋划
措施提升一级 工作抢先一步

时间回溯到8月13日下午，受四川盆
地强降雨影响，重庆涪江、嘉陵江流域已
出现涨水过程，沿江区县汛情告急，第22
次防汛抗洪视频调度会议在市应急局指
挥中心召开。

入汛后，我市召开防汛抗洪调度会议
的频率就非常高。“这与今年复杂的天气
有关。”市应急局总工程师马彬说，今年汛
期降雨时空分布极其不均，同区域内降雨
多次叠加，导致山洪灾害频发，险灾情明
显偏重。

为此，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防洪救
灾工作，密集安排防洪救灾调度，要求全
市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坚决落实责任制，做好应急预
防、抢险救援、灾后善后等各项工作，确保
安全度汛，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事实上，早在3月20日，重庆就根据
部署召开了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会议，分
析研判今年汛期的形势，并提出：坚持抓
早、抓小、抓短、抓紧的防汛抗旱工作主基
调。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会议决定将重
庆今年的防汛抗旱措施提升一级、工作抢
先一步。

为抢抓时间，4月上旬，市防办、市应
急局联合规划自然资源、水利、林业、气象
等部门组成8个检查组，由各部门分管负
责人分别带队，开始对全市各区县汛前准
备工作进行拉网式综合检查。

这是汛期“大考”前的一次“自我测
试”。

“今年是市级应急部门完成机构改革
后经历的第2个汛期，区县机构改革也刚
刚完成。”马彬表示，模拟实战演练，检视
改革成果，找到不足，才能进一步完善应
急体系。

这次汛前拉网式大检查，有重要发
现——我市的防洪标准不够高！为此，全
市抓紧在汛期来临前对防洪标准做了调
整。以调整较大的北碚区为例，北碚城区
防洪标准由原来的50年一遇提升为现行
的100年一遇；沿江防洪护岸工程的防洪
标准也由原来的20年一遇提升到了现行
的50年一遇。

管理 组织 人员 制度
四大体系联动 “一触即发”

特大洪水来袭，洪峰过境时超保证水
位8.65米的磁器口，是如何将损失降到最
低的？

8月13日水利部门发出预警，14日起
涪江、嘉陵江、长江重庆段将陆续出现洪
峰水位。接到预警后，沙坪坝区应急局立
即在磁器口成立了现场指挥部。随着洪
水持续上涨，8月17日，现场指挥部决定
封闭警戒下河道路51条，设置值守卡点
29个、警戒标识22处。同时，城管执法
队、应急救援队、机关干部和社区工作人
员共400多人开始疏散磁器口附近居民，
劝导商户撤离。

磁器口的安然无恙，来自一系列按部
就班的动作，而推动这些动作的就是应急
管理、组织、人员、制度“四大体系”。

市应急局局长冉进红介绍，2018年
10月市应急局挂牌成立，2019年5月市减
灾委员会及相关专项指挥部成立，市规划
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市城管局、市水利
局也纳入了成员单位。由此，我市建立起
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应急行政管理体
系。纵向即市、区县、乡镇（街道）、村居、
网格的综合应急“五级网络”；横向即市、
区县各行业部门安全生产、灾害防治内设
机构全覆盖。

其次，我市组建了“两委、十一办、四指”
的应急指挥体系。“两委”指的是安委会和减
灾委；“十一办”指的是道路、水上、轨道、建

设施工、危化安全等专项办公室，以及森林、
防汛、地灾、气象等4个专项指挥部。

在没有建立应急指挥体系的时候，防
汛救灾主要由水利部门负责到底。现在，
在市减灾委的统一部署下，市应急局、市
水利局、市气象局等成员单位都参与进
来。“其中，专业的预警主要由市水利局、
市气象局发布，综合的预警和应急响应由
市应急局发布；市应急局主要负责调度救
援队伍，各成员单位和区县应急队伍配合
调度，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
面。”冉进红介绍。

应急人员体系建设方面，全市目前已
经拥有防洪、地灾、森林灭火、危化、矿山、
水上、隧道和航空等领域14支市级专业抢
险队伍。比如8月19日，出动两架直升机
救出江北区郭家沱街道两名被困群众的，
就是市应急局航空救援总队。

制度方面，通过不断磨合完善，全市
已经建立起“3+8”制度架构，包含监测预
警、值班调度、处置救援3个方面，排查监
测、研判预警、信息接报、力量调动、现场
指挥部建设、现场处置、调查评估、救灾工
作8项制度。

一旦有灾情发生，四大体系就带动全
市应急系统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其中的
每个成员犹如一个庞大中枢指挥下的神
经末梢，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运行。

8月18日，我市首次启动Ⅰ级防汛应
急响应。启动后，全市设立防汛应急救援
指挥部，区县也成立了以行政主要领导为
总指挥的指挥部；加强应急物资调度，按照
指令依法依规调用和征用应急资源，必
要时请求调集国家级救援队伍增援；成立
专家组，提供抢险救灾技术支撑和决策建
议……应对特大洪水灾害时，我市由于抓
好了灾前预警、灾中救援和灾后救助，因此
呈现给市民乃至全国人民的“答卷”不仅仅
是“零死亡”，更有忙而不乱，有序推进。

科学调度 群策群力
“1+7+N”会商机制优化流程

在8月13日召开的防汛抗洪视频调度
会上，潼南、铜梁、合川、北碚、沙坪坝等区
县报告了洪水应对情况，市水利局、市气象

局预测了此次洪峰的体量和到达时间。
经过会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判断：

新一轮洪峰即将形成，未来几天将过境重
庆。指挥部下达命令：立即转移临灾、临
洪区域的人民群众。

这样的临灾会商已成为常态。近两
年来，重庆正按照“1+7+N”架构开展自然
灾害防治趋势会商研判，“1”即年度趋势
分析；“7”即7个重要时段趋势分析，“N”
即根据灾害性天气过程预报或重点节点
活动开展的临灾会商。

“原来我们只有‘1’和‘7’，会商制度
没有现在灵活。”马彬称，以前会商的启动
是依据《自然灾害市、区县联合会商制
度》，现在只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暴
雨等风险预警，就可以启动临灾会商，各
部分群策群力，科学调度。

大考之后查漏补缺
常态群防需补齐短板

6月22日上午9点左右，綦江河涨水
加速，文昌宫社区工作人员正在组织居民
撤离。社区内小游汽修厂的负责人游帮
跃此时还在观望。等到10点，洪水漫过路
沿。游帮跃这才意识到危险，“不过已经
来不及了，厂里很多配件和待修的汽车都
泡在水里，我们损失很大。”

游帮跃选择观望是有原因的。去年
夏天，綦江区也预测有洪峰过境，小游汽
修厂听从指令做了大范围的设备转移。
最终洪水却没有来，公司损失不少生意，
还承担了运输成本。

市应急局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工
作人员罗永夔认为，预警的准确性依靠的
是技术进步和经验积累，这都需要时间和
耐心。“即使全都做到了，预警也无法做到
百发百中。人在洪水面前很渺小，只能心
存敬畏，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常态群防还需
补齐短板。”市应急局地震和地质灾害救
援处处长陈龙说，目前，对准确报告灾情
的基层工作人员缺乏激励机制。“我们希
望建立一个首报告奖励机制，根据报告的
时间和内容的准确性给予相应的奖励，这
样能进一步延伸应急体系的‘触觉’。”

洪水来袭 看重庆应急体系如何“应考”

灾后重建灾后重建
信心满满信心满满

8月23日，渝中区大溪沟，武警官兵正在清理淤泥。近两天，渝中
区在前期清淤的基础上，对嘉滨路和长滨路开展通宵作业，力争嘉滨
路、长滨路尽快全线通车。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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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水上列车”
嘉滨路大溪沟路段恢复通行

8月21日下午5点41分

8月24日上午8点3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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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重庆日报
记者8月 24日从江北区了解到，经过4
天的清淤，江北区已完成北滨路多个区
域的清淤工作，渔人湾码头已有30户商
户进入临时营业区恢复经营。

洪水过境期间，江北区北滨路沿线受
灾面积共计18万平方米，经过灾后重建，

聚贤岩下穿道以及与其连接的江北城隧
道已于8月23日恢复通车。

受灾最严重的渔人湾码头，负一楼、
负二楼、负三楼相继被淹，约236户商户
受到影响。为了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江北区仅渔人湾码头就调集了近500人，
开展灾后清淤、消杀、排涝、转运等工作。

北滨路多个区域完成清淤江北

□本报记者 颜若雯

“8月20日，生了，是个男孩！”8月24日，巴南区人武
部职工杨松向重庆日报记者回忆起20日凌晨，带队营救一
位待产孕妇的情况。被营救后不久，这名孕妇就生了，她第
一时间给杨松打来电话报喜。

杨松拿起手机，试图寻找那名孕妇的电话——8月20
日，他有几百个通话记录，几乎全是通知他前去救援的电
话，已经很难分辨出哪个号码是那名孕妇打来的。

从8月18日下午至8月21日上午，两天半的时间，他
带领巴南区人武部10人水上救援民兵分队，驾驶两艘冲锋
舟，成功营救被困群众1000余人。

今年43岁的杨松于1999年从部队退伍后，一直在巴
南区人武部军事科工作。8月18号中午一点左右，区人武
部接到巴南区政府防汛抗洪指挥部的集结命令，立即组织
20余名民兵组成的水上救援民兵分队集结到位，杨松指挥
其中10人，驾驶两艘冲锋舟，前往江滨路营救被困群众。

救援期间，分队民兵分片区轮换休整，作为带队人员的
杨松全程坚守。

“滕王阁小区3期，有一名预产期是8月22日的孕妇，
独自在家，需要转移！”8月20日凌晨，杨松接到救援命令，
带队赶赴现场。

孕妇住在6楼，洪水已淹至2楼楼顶。全楼停水、停
电、停气，伸手不见五指。孕妇行动不便，民兵们顺着空调
架子翻进楼内，打着手电爬上6楼，找到了孕妇。

“已近临产的孕妇背不得、抱不得，只能找来床单做成
临时担架，把她抬到3楼。”杨松回忆，到3楼后，4位民兵两
前两后，将孕妇顺着空调架抬到冲锋舟上。期间，为了确保
孕妇安全，两位民兵还同时踩到空调架上，确认架子是否足
够承重。杨松打着电筒，指挥民兵们一点一点地挪动床单，
终于把孕妇安全移送到冲锋舟上，随后迅速驶向安全地带。

此时，已是20日凌晨近3点。精疲力竭的杨松在公路
边打了个盹，天不亮，又投入到救援当中。

20日上午，杨松接到重庆市实验中学打来的求救电
话——学校家属楼一楼出口被淹，400多名教职工和家属
等待救援。杨松带领民兵分队赶到后，迅速组织转移。3
个多小时就将400多名教职工和家属全部营救出来。

8月21日上午，洪水逐渐退去。已近3天没有好好休
息的杨松回到家里，倒头就睡。21日晚上，他接到区人武
部要求组织民兵清淤的命令，迅速进入紧张状态，挨个给民
兵打电话。全部通知完毕时，已是次日凌晨两点。

“我只做了自己该做的工作，没什么特殊的。群众受灾
时，我们民兵坚守职责，确保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再苦再
累都值得。”面对记者的采访，杨松一直强调，一线的民兵比
自己更辛苦，“他们流的汗比我多”。

他带领水上救援民兵分队
营救群众上千人

8月24日，南滨路商业区东原1891部分餐厅，在做好防疫的同时有
序恢复营业。 特约摄影 郭旭/视觉重庆南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