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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专家谈汛期如何防范地质灾害
本报记者 李彦霏

记者：近期重庆降雨量较往年多，导致地质灾
害隐患偏高，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们需要注意哪些
问题？

范泽英：重庆是典型的丘陵山地城市，地质灾害
易发、多发。

首先，注意关注汛期地灾气象风险预警预报信
息。主动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密切关注汛期
降雨预报和灾害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时间、出行路
线等，避免在汛期盲目前往一些地质灾害高风险区，不
要在溪河沿岸、高陡斜坡、高山峡谷区长时间停留。

其次，注意地灾宏观异常的巡查排查。汛期要加
强自家房前屋后斜边坡、溪河沿岸、交通道路沿线的
巡查，发现有地表开裂、异响、泉水突然减小或变浑
浊、溪沟突然断流或上涨，应迅速上报当地政府，并立
即避让，等待专业人员来排查判断是否是地灾前兆，
确认安全后方可回住。

最后，注意配合政府部门做好避灾救灾。在灾害
来临前，一定要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避险撤离行
动，服从指挥，隐患消除前，应加强警戒，严禁撤离人
员回流，切实保护自己和家人免遭地灾的为害。遇到
突发地质灾害，应保持冷静，迅速环顾四周，立即向安
全地带撤离，并及时向当地政府汇报灾情，等待专业
人员的处置和救援；如果确因地质灾害被困，也应保
持冷静，保存体力，等待专业人员救援。

记者：目前有哪些科技手段用于重庆地区地质灾

害的观测和预警？
范泽英：目前用于重庆地区的地质灾害的观测和

预警的科技手段有：利用卫星遥感数据识别地质灾害
表面的形变；利用航空摄影技术观测地质灾害的影像
形态变化；利用卫星导航定位技术观测地表位移，利
用钻孔倾斜仪测量滑坡深部位移；利用传感器技术、
物联网技术、大数据、云技术实现监测数据的自动传
输、存储、处理、报警。

记者：从你们专业领域来看，有没有针对地质灾
害的防灾减灾的具体措施？

范泽英：地质灾害防治应坚持预防为主、避让优
先的原则，平时的防灾减灾非常重要，主要措施有：

一是加强公众的防灾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各
级人民政府、新闻媒体、学校等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

平时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应急
演练，向公众普及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提升公众对地
灾的认知水平，掌握必备的防灾避灾技能。

二是严格管控工程建设活动。禁止随意开挖坡
脚、堆土弃渣、蓄水调水、爆破震动等易引发滑坡、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的不当行为。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
进行工程建设，要求建设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委托专业
单位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对经评估认为可能引
发地质灾害或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建设工程，应当配
套实施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三是加强地质灾害的早期识别。地质灾害的发
生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地质灾害防治的难点在于预
先不能准确地知道隐患点在哪里，目前自然资源部门
正在组织开展早期识别技术研究，开展详细的调查评
价工作，确定地灾隐患点，划定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风
险区，为地质灾害风险管控提供依据。

四是加强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各级人民政府
建立地质灾害群专结合的监测预警体系，落实群测群
防员、片区负责人、驻守地质队员、区县技术管理员等

“四重网格员”岗位职责。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与气象
部门建立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及时向当地政
府、“四重网格员”、受威胁群众发布预警信息，提前会
商调度应对地灾风险。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领导
下，专业技术单位的指导下，大力发动群众加强地灾
隐患的排查、核查和雨期的巡查，主动识灾避灾，发现
险情及时预警和处理。

范泽英，中共党员，工程硕士，国家注
册岩土工程师，现任重庆市地勘局南江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队总工程师，中国地质学
会岩溶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有关
国土、房屋建筑、交通建设等部门的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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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吊装行业的一个追梦人，想通过自己的努
力，把重庆的吊装企业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向世界
先进吊装企业靠近。”近日，罗建满怀豪情地向记者说
出了他多年来的心愿。

眼前的罗建非常自信，对吊装有着深厚的情感和
追求。在成立公司时，特地取名为“建渝吊装”，期望
自己的企业为建设重庆尽一份力，为重庆人民服务。

机缘巧合入吊装

20世纪90年代，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时
期，经商做生意往往成为人们优先的选择。正值青春年
华的罗建，自然也把做生意作为自己的首选。1996年，
罗建干起了个体经营，在朝天门批发市场经营百货。

“那时年轻，有想法、有动力、有力气，只要舍得下
力吃苦，做什么都能挣钱。”罗建说。他先后在朝天
门、万州等地做百货批发生意，到2001年从批发百货
转行做鞋子加工。但总觉得自己的潜力没有完全发
挥出来，努力在寻找一个更能适合自己的行业。

2002年初，罗建的父亲推荐他到一家公路施工
单位做管理。当年，北碚修建滨江路，他应邀负责项
目机具管理。在滨江路修建中，大量的机具都是租赁
的，由于需求量大，往往出高价钱也很难及时租到施
工机具。一次，施工队急需一台吊装车来吊装路桥
板，多次给吊装企业打电话都没租到，后来还是通过
关系、出高价才租到了吊车。

从这件事中，罗建发现了吊装车的商机。几个月后，
他辞去了施工队机具管理工作，把做百货生意赚的钱购
卖了1台80吨的吊车，请了1位吊车操作员，做起吊车租
赁生意。1台吊车一天就有1000多元的租金，相当可观。

随着各地建设的飞速发展，对吊车的需求也与日
俱增。罗建也从1台到2台、3台，发展到辉煌时期的
40台，吨位也从80吨到160吨、500吨，发展到上千吨
级，把吊装租赁做得风生水起。

乐在吊装很自豪

2008年，罗建在渝北区回兴镇注册成立了重庆

建渝吊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渝公司），从此由个体
经营走向了公司化、规模化发展道路。

“作为一个吊装人，我常常感到非常自豪。”罗建
说。20世纪90年代，农村修房子都是肩挑背扛，水泥
预制板的大量使用，渐渐改变了施工方式。一些农村
请罗建去吊装预制板，当地村民围在吊车四周看稀
奇，像对待贵宾一样请他坐上席。当年受到的尊重，
令罗建至今回忆起还满怀喜悦。

2016年，建渝公司中标重庆轨道4号线唐家沱钢
箱梁吊装工程。“轨道钢箱梁单体一片达28吨，长38
米，宽4米，超长、超宽、超重，施工难度可想而知。”罗
建说。为了完成吊装任务，罗建亲自开车，在警车引
路下，从重庆东风船厂把18片钢箱梁拉到吊装地唐家
沱，然后指挥工人一片一片按施工要求吊装到轨道梁
上，在整个吊装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差错。

近年来，建渝公司先后参与了朝天门长江大桥、
寸滩长江大桥、机场路绿化、轨道交通等重点工程建

设。“每次我开车经过朝天门大桥，看到自己曾经亲自
参与建设的工程时，心中就涌起一股热流，感到无比
的自豪。”罗建对记者说。

也许，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无法理解罗建对吊
装的钟情，但从言谈中感受到了他把参与建设的项目
视为自己培养的“孩子”一样看待。

回馈社会显初心

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发生7.0级地震，牵
动全国人民的心，也让广大吊装人无不牵挂。

地震消息传到山城，在重庆市工程师协会吊装
分会的组织下，建渝公司主动申请支援5台吊装车
加入到救灾队伍。罗建作为带队人之一，亲自驾车
奔赴灾区。

“当时，雅安地震对吊车需求量大，重庆吊装救援
队被安排在雅安市政府旁，随时听众指挥部的调遣。”
罗建说。他们在灾区完成了冲风舟的吊送、倒塌房屋
梁柱的吊起、大型救援设备的装卸等，还配合志愿者
为灾民发放食品、送水。

“我们在灾区救援的那几天，睡在车上、吃方便
面，几乎没有好好休息过，整个行动全部是公益的。”
罗建说。当他们返回时，看到群众举着写有“谢谢你
们”字样的纸板时，罗建和队友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近年来，建渝公司始终把参加公益活动作为回馈
社会、回馈群众的重要方式，每年都要组织职工到当
地敬老院、幼儿园进行慰问，向困难群众和遭遇不幸
的人群捐物捐款，受到群众称赞。

在采访结束时，罗建告诉记者，作为一个吊装人，
特别希望把重庆的吊装行业做大做强，挤进世界一流
吊装行列。

罗建：逐梦吊装行业 服务经济社会
文/图 本报记者 刘壹刀

罗建，重庆渝北人，现任重庆建渝吊装
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工程师协会吊装专委
会副主任。

罗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愿带领重庆的吊装跻身
全国一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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