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急管理 10CHONGQING DAILY

2022年5月27日 星期五
责编 胡东强 王萃 美编 张雪原

2020年6月22日，綦江区遭遇有水文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洪峰过境，汹涌而来的洪水致全区21个镇街不同程度受灾，位于地
势低洼处的南州小学一度被洪水围困。

暴雨如注、洪水灌入、水位齐腰，情况越来越危急，但南州小学2000余名师生没有慌乱，在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有序组
织下，仅用了38分钟便完成了师生的安全转移，被中央媒体誉为一场教科书式的撤离。

这样临危不乱、井然有序教科书式撤离并非个案。据统计，在这场与洪水的“赛跑”中，綦江区共紧急转移了10万余人，全区无
一人因灾死亡。个案背后，展现的是我市不断提升的应急管理水平。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上下认真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着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不断提高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推进重庆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与“十二五”期间相比，“十三五”期间全市生产安全事故起数下降34.5%，死亡人数下降36.5%；较大事故减少75起，下降幅度
达到了49%；另一方面全市灾害风险防范和监测预警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全市年均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仅为
0.7%，年均每百万人口因灾死亡率为0.91。

全力推进重庆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搭体系建机制 多次现场会勾勒应急改革路线图

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
之义，承担着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
重要职责，担负着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机
构改革以来，我市积极探索应急管理体
系和能力建设。

体系和能力建设是应急管理工作的
“四梁八柱”。市应急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全市机构改革启动以来，市委、市政
府全面优化和重构应急管理体系，建机
制、搭平台，重新组建了市安委会和市减
灾委。

2019年初，全市各级应急管理机构
相应成立。但是，无论是安全生产还是
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原有机制不适应、对
接不顺畅等问题逐渐凸显。同时，全市

应急管理机构职工普遍对未来干什么、
怎么干比较迷茫。

针对上述问题，2019年6月，在渝北
区召开的全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现场会
上，首次提出了构建组织指挥、行政管
理、救援力量、制度保障“四大体系”。

从现实条件来看，我市集大城市、大
农村、大山区和大库区于一体，安全基础
总体薄弱、灾害风险点多面广。另一方
面，应急力量分散在多个部门，建制和隶
属壁垒重重，难以形成合力。

“从实际出发，我们需要有一个‘大
脑’，统揽应急管理各项工作。”市应急局
负责人说，这个“大脑”就是组织指挥体
系。

依托重新组建的安委会和减灾委，
以道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轨道交

通安全、建设施工安全、危化品安全、矿
山安全、旅游安全、城市运行安全、消防
安全9个专项办公室和森林防灭火、防
汛抗旱、地质灾害与地震、气象灾害4个
专项指挥部，具体统筹各领域的防治工
作。

2019年 10月，全市应急管理体系
建设现场会在秀山县召开，进一步明确
了“四大体系”内涵实质和关键措施。

在行政管理体系方面，建立横向到
边的行业部门安全生产与灾害防治工作
的应急管理机构；纵向上，构建市级、区
县、乡镇（街道）、村居、社区网格的“五级
网络”。

在救援力量体系方面，重构市、区
县、乡镇（街道）、基层单位（社区、重点消
防单位、重点企业、小区物业）四级综合

应急救援队伍，增强防洪、地灾、灭火、危
化、矿山、水上、油气管线、气象和航空9
大领域抢险队伍能力。

制度保障体系方面，细化明晰安委
会、减灾委成员单位安全生产与自然灾
害防治工作职责，构建“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责任体系，加强部门安全生产与自
然灾害防治“三个必须”监管职责。

随后，全市相继在开州区、涪陵区等
地召开全市应急管理工作现场会，在应
急管理四大体系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形成有机构干事、有人员干
事、有条件干事、有能力干事、有规矩干
事的应急管理体系，明确提出了全市应
急管理工作应走预防治理之路，全面强
化一线岗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
实……

改善基本面 走预防治理之路“控大事故、防大灾害”

5月12日至13日，在潼南区、綦江
区举行的2022年防汛救灾工作现场会，
总结了防汛工作“六个得”工作经验，即

“统得好、测得准、拦得住、撤得快、救得
了、安得稳”，这是我市构建的防汛抗旱
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应急体系。

这些工作经验，源于对无数次抗洪
抢险经历的总结。

2020年，重庆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洪

水，坚守住了“零死亡”目标。山城无恙，
两江安澜，这一成绩的取得实属不易。

不少经历过98年特大洪水的干部
群众对20多年前的往事还记忆犹新。
那时候通讯基本靠吼，疏散基本靠走，洪
水淹到家门口了，大家才撤离。

如今，重庆已能实现精准的预警，快
速的响应。2020年6月22日，重庆发布
了历史上首个洪水红色预警!当天，綦江

区便提前转移了10万人，洪水来袭时无
一人伤亡。据统计，整个汛期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发布Ⅲ、Ⅳ级预警7次，启动
Ⅲ、Ⅳ级应急响应10次；各区县防汛抗
旱指挥部发布预警52次，启动应急响应
94次。走预防治理之路，重庆打好了

“先手牌”，最大限度减少了损失。
然而汛期过后，自然灾害防治工作

并没有宣告结束。按照“冬春打基础、汛
期抓应急”的工作思路，汛期一结束，我
市就着手冬春自然灾害防治工作的部
署，强化风险普查和隐患排查，夯实基础
设施和预警体系建设，充实救援力量和
落实救灾救助。从2019年至今，重庆已
实施了3年的冬春自然灾害防治工作。

在安全生产预防治理方面，我市将
各项工作做在前面、做在基层、做在平
时，并以“控大事故、防大灾害”为核心目
标，持续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

据统计，道路交通安全依然是重庆
市安全生产的头号杀手。多年以来，道
路交通事故占全市事故总量70%以上。
近年来，重庆把安装道路防护栏作为切
入点，强化预防为主，在复杂的地理条件
下切实提高道路交通安全保障能力。

在彭水县，每年车辆撞击防护栏50
余起。防护栏的设立，意味着彭水县每
年减少了50余起道路交通伤亡事件。

道路防护栏也被群众高度肯定，称之为
“生命工程”。

在部分工业企业，面对复杂的管理
制度，一线岗位从业人员记不住、难操作
的问题并不少见。我市以“知风险、明职
责、会操作、能应急”为工作要求，建立企
业一线岗位从业人员岗位风险清单、岗
位职责清单、岗位操作卡、岗位应急处置
卡制度（“两单两卡”制度）。“我们采用编
口诀、三字经、顺口溜等方式科学编制各
个一线岗位‘两单两卡’，企业逐步实现
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我会安全’
的转变。”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重庆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接
合部逐渐聚集了大量中小微企业，这些
企业存在产业分散、工艺落后、管理粗
放、隐患集聚、‘小散乱污’等问题，本质
安全水平很低。”市应急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2020年全市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启动，明确中小微企业
搬迁入产业园区一批、改造升级一批、关
闭淘汰一批，今年将全部完成任务。

随着大数据、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
展，重庆还推动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
人，通过先进科技技术推动非煤矿山和
危险化学品“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
危险工作由机器人上岗；在非煤矿山、道
路交通领域推进远程动态监控。

市应急局航空救援总队开展救援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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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灾种大应急
专常兼备救援队伍
及时处置各类灾害

“为了救我这个老太婆，还动用了直升
机。”2020年8月，江北区郭家沱街道居民张
灿芳被洪水所困，获救时语带哽咽地对救援
人员表示了感谢。

最开始政府计划用冲锋舟援救，但张灿芳
家门口有漩涡，冲锋舟进不去。重庆市应急管
理局航空救援总队接到了上级命令，两架救援
飞机（一架救人、一架指挥）从龙兴基地起飞前
往郭家沱，仅用了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救援任务。

近年来，重庆整合了原来分散在各部门的救
援力量，按照“大应急、全灾种、综合性”要求，建设
一支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作风过硬、本领高强的
应急救援队伍，推动各级党委和政府严格落实应
急管理的政治责任，及时处置各类灾害。

2018年11月16日，两江新区龙头寺长
途汽车站LNG（液化天然气）加气站发生泄漏
事故。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率
领市公安、应急管理、消防等部门负责人立即
赶赴现场，并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部，开展稀
释作业，抢险堵漏，很快完成了应急处置。

这次应急处置工作共出动警力600余人，
应急救援队伍200多人，消防车22辆。各部门
协力合作，处置专业有效，疏散群众2万余人。

2021年9月16日13时许，高新区石堰口
水库放水设施发生异常出水。相关区级党委
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响应，组织开
展应急救援工作。市应急局和相关部门及时
调度了重庆事故灾害工程救援安能队、重庆
水上救援长航队、江北区综合应急救援队、国
网市电力公司应急分队、高新区公安特勤、消
防特勤中队及综合应急救援队等7支应急抢
险队伍和西永街道、含谷镇、白市驿镇等周边
镇街应急力量共计200余人，经过50余小时
的连续奋战排除了险情。

在春节、国庆节、“两会”等重要节点，市安委
会、减灾委提前安排应急队伍驻防，严格落实“局
长在片区、处长在区县、干部在现场、交警在路
上、老板在企业”的“五在”责任要求；同时，市应急
局局级领导和处级干部必须到区县蹲点，局级领
导联系片区，副处级以上干部联系区县，按照“两
联一蹲”方式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

目前，我市已组建危化、矿山、隧道、建
设、水上、防洪、地灾、灭火等8个领域27支市
级专业救援队伍；区县建成综合救援队38支
1500人，乡镇1027支1.2万人。

此外，不少社会力量也充实了应急队
伍。我市目前在册社会力量有27支、1201
人，集合了洞穴通讯、丛林搜救、山地救援、桥
梁救援、心理辅导等特殊行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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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灭火无人机正在进行灭火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