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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雨芳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

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市委、
市政府部署要求，近日，全县各级各部
门正积极行动起来，全力以赴开展防洪
抗灾工作，尽最大努力保护好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县应急局
形成县辖区内“半小时”应急

救援网格一张图
今年入汛以来，暴雨和山洪灾害天

气频发， 局地发生较重汛情灾情险情，
给安全度汛敲响了警钟。县应急管理局
及时会商研判、预警响应，截止目前，下
沉防汛抗洪和地灾排查工作组 6 个 20
余人查灾核灾，调度群测群防员、网格
员巡查检查 5217 人次，暂无人员伤亡。

县应急管理局不断完善救援网格
建设，依托市级靠前驻防队伍，梯级配
齐水上救援设备和地灾抢险救援装备，
加大高唐、龙门、巫峡、官渡、骡坪、抱
龙、庙宇、福田、大昌等 9 个应急救援区
域中心建设力度，形成县辖区内“半小
时”应急救援网格一张图。

同时，明确山洪地灾点应急转移路
线，加强临灾演练和引导宣传，做好群
众避险转移并妥善安置， 做到应转尽
转、应转早转。做好救灾到户工作，走村
入户摸清群众受灾情况底数，及时整理
成工作台账。 抓好防汛抗旱两线作战，
做好雨情水情旱情监测分析， 精准研
判，突出科学指导，做实旱涝急转应急
准备。

县规资局
发布各类地灾预警信息 12

次 1 万余条
近期，降雨时间较长，过程雨量较

大，土体雨水饱和，极易发生地质灾害，
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通过地质灾害群
测群防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微信群等将
工作要求及时传达给乡镇（街道）、“四
重”网格员和最基层群众，发布各类信
息 12 次 1 万余条。

截至目前， 全县共有地灾隐患点
1034 处，滑坡 895 处，危岩 117 处，不
稳定斜坡 10 处， 塌陷 7 处， 泥石流 5
处。新增 6 处隐患点（其中，危岩 1 处），
已全部纳入群测群防体系。

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人员下沉到乡镇（街
道）开展“三查”工作，配合、指导、督促各乡镇（街道）
做好提前避让撤离、巡排查及应急处置工作。 将进一
步强化值班值守，落实专人对智能化监测设备监测预
警系统进行值守，严格执行 24 小时在岗值班，确保信
息畅通，做好雨情、灾险情信息收集及报送工作。

县住建委
成立 5 个工作小组开展防汛排查

7 月 7 日，记者从县住房和城乡建委了解到，该委
多管齐下加强城市排水防涝应急管理，筑牢汛期安全
防线。

县住房和城乡建委组成 5 个工作小组，下沉现场
督促指导乡镇村社对受灾农房进行排查， 对物业小
区、公廉租房、城镇危房、自建房等开展巡查。 加强对
大雨天气下在建项目的监督，对 4 家商混企业采取管
控措施，避免因雨天浇筑混凝土导致的质量问题。 并
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单位，对能够纳入监测户等六类低
收入群体的重点对象，如果房屋垮塌受损严重，积极
帮助申请市级危房改造补助。

在防汛排涝方面，县住房和城乡建委完善补充防
汛物资，维护保养抢险机械设备，集中保管，统一调
度。 出动 13 名巡查人员、6 辆抢险车、2 台排涝设备，
清除水篦子堵塞物 10 余处，打开雨篦加速排水 20 余
处。

县公路事务中心
出动应急抢险车辆 20 台次、公路养护人

员 80 余人次
本次降雨造成全县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坍塌严

重，据不完全统计，出现边坡坍塌、零星垮塌 80 余处
3800 余方，外挡墙垮塌 12 处，高边坡垮塌 2 处，行道
树倒伏 3 处，路肩损坏 2 处，边沟冲毁淤塞 800 余米，
涵洞堵塞 5 个。

县公路事务中心为确保道路畅通，按“先保通、后
保畅”的原则，出动应急抢险车辆 20 台次，进行道路
巡查清理，出动公路养护人员 80 余人次，截止 7 月 7
日，全县干线公路已全部抢通或者便道行驶，修复挡
墙 3 处，下一步将进行局部排危和清理，预计一周内
完成所有清理。

县农业农村委
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挽回损失

连日来，针对近期强降雨造成的农业受灾，县农
业农村委成立防汛抗旱领导小组， 加强技术指导服
务，组织农民开展生产自救，尽可能挽回损失。

帮助农户及时抢排积水，恢复土壤透气性，养根
护叶，促进受涝作物生长。针对水毁严重的农田，帮助
农户因地制宜及时改种其它季节性作物降低损失，并
加大灾后病虫害监测预警，组织农户及时开展应急防
控、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尽可能降低灾害损失。

同时，引导农业主体做好农业保险工作。受灾后，
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现场核查受灾程度，给予一定的
保险理赔，降低农业主体的损失。

据了解，我县目前开展的保险作物有脆李、玉米、
马铃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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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先庆 文 / 图
“老玉，快起来，涨水了，快起来！”7 月

4 日凌晨 5 点 30 分左右，正在二楼熟睡的
王名玉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窗外瓢
泼大雨，让他不由得仔细听了听：没错，是
向良付在楼下敲门……

4 日的一场暴雨，让抱龙河山洪爆发。
顿时， 位于抱龙镇洛阳村临河居住的 25
户 61 人处于危险之中。

深夜雨声：滴滴重千斤
7 月 3 日， 收到县气象部门发布强降

雨天气预报和暴雨蓝色预警信息，县水利
局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以及镇领
导的工作要求后，洛阳村综治专干兼群测
群防员向良付就多了个心眼。

入睡前，他特意打开窗户，随时关注
着天气变化。

4 日凌晨 2 点多，抱龙镇开始下雨，到
4 点左右，暴雨来临。

倾盆雨声，一滴滴如千斤铁锤敲打在
向良付的心上：这么大的雨，河水涨水没
有？ 阴槽危岩怎么样？ 群众的房屋有没有
受到影响？

这么大的雨，让他睡不着了。 这么大
的雨，他又怎么能睡着。

他翻身起床，套上拖鞋，出门前随手
顺了件雨衣，直奔河堤而去。 这时，虽然暴
雨如注，但抱龙河安静似睡，浅浅的河水
似乎没有被暴雨惊醒。

向良付又沿着公路和场镇四处查看
了一番，绷紧的心稍稍放松了一下———他
不知道，一场危及上百人生命安全的巨大
危机正在夜色中蛰伏。

危急时刻：敲门在行动
王名玉披衣下楼，打开门就看见大雨

中的向良付。 他还来不及问什么，就被向
良付拉进屋走到他家阳台上：“快看，洪水
要翻桥了，快准备一下，到安全地方去。 ”

其实， 就在 4 点多到桥边查看水情
后，沉重的责任感让向良付的心仍一直悬
着。5 点 20 分左右，他再次来到桥边，却发
现不到一个小时内，河水竟然上涨了三四
米，离五龙桥面不足一米了。

向良付掏出电话，将险情紧急报告给
村党支部书记万大宪后，立即挨家挨户敲
门叫醒临河居住的村民，催促大家撤离至
对面高地。

接到电话的万大宪第一时间向上游
邻近的湖北建始县长梁镇火龙村的村民
证实，得知那里正在下大暴雨，沙场已被
冲垮……

“快，所有的村干部立即组织两岸村
民转移避险。 ”万大宪紧急采取行动，把村
干部全部叫醒，分成三组“敲门”转移村
民。 同时，又打电话向镇里汇报情况。

此刻已近 6 点，洪水翻过桥面、冲垮
栏杆，咆哮着向下游奔去。 公路上的积水
已超过 30 厘米， 很多居民的家中也已进
水。

“快起来，涨水了，大家快出来……”
“快点出来，发大水了，已经漫桥了……”

大雨挡不住身影、 雨声掩不住敲门
声。 危急时刻，方显英雄本色。 向良付、万
大宪、樊俊梅、姚本均、李修一等村镇干
部，在大雨中，挨门逐户“敲门”叫醒村民，
转移群众。

从向良付的第一次敲门声响起，到后
来无数次“敲门声”，不到半小时，洛阳村
河边 25 户 61 人全部完成撤离。

靠前谋划：细处见真功
“郑书记，雷家沟出现险情，我们正在

阻止泥石流涌进村民家中……”4 日凌晨
5 点 40 分，抱龙镇党委书记郑中原接到抱
龙村险情电话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指挥
抢险。

6 点，他又接到洛阳村的报告，便让镇
长欧阳荣生前去指导防洪救灾。

6 点 20 分，他安排好雷家沟险情处置
后，也赶到了洛阳村现场。

一天前的上午，抱龙镇就召开了班子
会议， 对全镇 53 个地质灾害点逐一进行
研判。 下午又分组深入重点区域进行了排
查。

“我们与 909 地质队专家一起，确定
对有风险的地灾点，一旦发生险情第一时
间疏散撤离群众的方案，并要求各村群测
群防员坚守岗位，发挥预警预报作用。 ”郑
中原告诉记者，收到暴雨预警后，他们再
次在工作群里进行了安排部署。

正是这提前研判和责任压实，让抱龙
镇防汛救灾体系在高效运作。

“立即对所有房屋进行清查，转移危
险区域所有群众。 ”在洛阳村，除值班留守
人员外， 抱龙镇 40 多名干部职工全部集
结到达，再次挨家挨户敲门，确认群众撤
离情况， 将个别行动不便暂未撤离的老
人、小孩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并房门全
部上锁，拉上警戒线。

7 点 20 分左右第一栋房屋垮塌，7 点

50 分左右第二、三栋房屋垮塌。
这次大暴雨，共造成抱龙镇房屋倒塌

65 间、严重损毁 76 间、道路塌方 82 处、河
堤垮塌 15 处、桥梁受损 3 座，当地紧急转
移 528 名群众，未造成人员伤亡。

感谢干部：人在希望在
67 岁的村民邱光华在河边呆呆站了

两个多小时，一直望着自家房屋曾经所在
的位置，心中涌起阵阵酸楚：几十年的辛
劳，一朝化为了泡影，怎能不心疼？

4 日早上的一场洪水， 将他家 4 层高
的楼房冲走，只留下一段不足一米宽的院
坝。

“4 日早上 5 点半，村干部挨家挨户敲
门，要求大家转移到对面的高地上。 ”邱光
华说，他在房屋对面的公路上等了个把小
时，看到猛涨的洪水冲垮了屋前的一块菜
地时，才感觉到自己的房屋也要完了。

“家里有 2 万块钱，我怕水进了房子
啥都没了，就想回去拿出来，樊俊梅死死
拉住我，才没有回去。 ”仅仅过了几分钟，
他的房子就在眼皮子底下垮塌。

邱光华、王顺菊、游庆香 3 户村民的
房屋，都建在巫（山）建（始）公路靠近抱龙
河一侧。 在这次灾害中，他们的房屋先后
被洪水冲毁。

“要感谢村干部，我们房屋虽然没有
了，但人还在。 ”王顺菊的两个女儿陪伴在
身边，一直给她心理上的慰藉。

目前，洛阳村 3 户垮房户和 2 户房屋
严重受损的 24 名受灾群众， 被临时集中
安置在当地一家宾馆，抱龙镇党委政府已
经给每户拨付了一笔临时租房费用和生
活补贴，同时将统筹各项优惠政策和救助
资金，帮助这 5 户重新选址建房。

向良付说：做了份内事
“老向，你的痛风犯了，怎么还一天到

处跑？ ”结婚 29 年、很少红过脸的妻子周
福兰，看到向良付带着病痛，还在参与灾
后恢复工作时，忍不住轻声责问了一句。

“没啥，这点痛能忍。 ”
“能忍？4 号那天中午你自己偷偷跑去

卫生院输了 3 瓶液，以为我不知道？ ”
2004 年当选为村干部、2007 年入党

的向良付，在村民眼中，一直是做事认真、
热心助人的好干部。

2014 年当上群测群防员后，他更是把
“责任” 二字看得更重，“每周要巡查两次
以上， 遇到恶劣天气就 24 小时全天候关
注。 ”

向良付说，每年，他都积极参加县里
和镇上组织的专题培训和应急演练。 这不
仅让他掌握了很多专业知识，也让他在观
测灾情、组织群众避险转移等方面积累了
丰富经验。

“这些都是应该做的，我只是做了份
内的事。 ”向良付一直说，他是一个平凡的
人，做了一件平凡的事。

但这平凡事，却挽救了村民的生命！

凌晨：敲门声响起

向良付在介绍当时洪水情况。

本报讯 （记者 王光平 文 / 图）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抱龙河上游大量的枯
木树枝、塑料瓶、塑料袋等漂浮物涌入下
游河段。 为避免漂浮物扩散至长江干流，
我县立即启动应急清漂预案，集中力量开
展水面漂浮物清理作业。

7 月 7 日，在清漂现场记者看到，3 艘
清漂船正在作业，通过履带将水面漂浮物
打捞上岸并装车进行无害化处理，像这样
的流水作业， 平均 5 至 10 分钟就能收集
30 至 50 立方水面漂浮物。

“7 月 4 日以来，我们每天早上都是 6

点开始清漂作业至天黑，漂浮物转运至凌
晨两点左右， 每天转运处置漂浮垃圾达
1300 余吨。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雨情，
不间断地开展水域清漂应急工作，确保漂
浮物不入长江。 ”巫山县汇馨环卫有限责
任公司水域清漂管理部部长葛亮说。

据悉，此次清漂行动共出动机械化清
漂船 4 艘，转运船 3 艘，根据漂浮物的分
布及聚集情况，采用机械化清漂和人工打
捞相结合的模式，集中拦截打捞，确保漂
浮物不流入长江，全力呵护一江碧水向东
流。

日清漂浮物 1300余吨

三艘清漂船将漂浮物转运至岸边。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文 / 图）
洪灾无情，人间有爱。 7 月 7 日，县红
十字会为抱龙镇、笃坪乡、邓家土家
族乡捐赠赈济家庭包、毛巾被、帐篷、
冲锋衣等价值 5 万余元的救灾物资，
支持当地开展救援救助工作。

另外，本次降雨天气造成抱龙镇

受灾严重，县红十字会积极协调山西
宇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并向抱龙镇
人民政府捐款 2 万元，用于抱龙镇抗
洪救灾。

下一步，县红十字会还将继续协
调爱心企业参与捐助，用实际行动与
人民群众一起守望相助、共渡难关。

县红十字会向受灾乡镇捐献爱心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