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0日——7月31日，区人武部抽调6个街镇120名基干民兵组

成区应急连开展集训，进一步增强基干民兵平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能

力，打造一支“训练有素、能力突出、行动迅速、保障有力”的队伍。

记者 刘琦 吴越 摄

苦练本领
保家卫国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东溪镇巩固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长期以

来，村民以种水稻、玉米和马铃薯为主，劳动成本

高，经济效益低。如何找到一个稳定持续的主导

产业，镇村干部一直在不断探索。一个偶然的机

会，远在浙江安吉县打工的村民王平回乡探亲，

“探”出了一个新产业——安吉白茶，为村民增收

致富带来了新途径。

闲聊聊出茶山考察之旅

日前，巩固村的中罗茶山上，清风吹拂茶树，

20多名村民在给茶树锄草、打药。据介绍，今年

春季茶山已采干茶400余斤，销售收入50多万

元，让村民们初尝白茶产业的“甜头”。

说起这片白茶基地，还得从2018年初村民

王平返乡探亲说起。与往年不同，这次探亲时他

带回了一位名叫方炜斌的业主，两人到家后就直

奔附近的中罗茶山。

原来，方炜斌在安吉县发展安吉白茶多年，

拥有较为稳定的市场，王平就在他那里从事茶树

管护。一次聊天中，王平谈及老家有片茶山种过

绿茶，后因各种原因逐渐荒废，便问方炜斌有无

兴趣实地考察，顺便开拓西南地区的市场。

方炜斌一听，怦然心动，带着十多株安吉白

茶幼苗，跟王平一起来到了巩固村。

登上中罗茶山，方炜斌发觉这里海拔高、坡

地多，一年四季云遮雾绕，自然环境正适合安吉

白茶生长。临走时，他栽下茶苗，并挖了一块泥

土带回去检验。

不久后，不管从幼苗生长情况，还是泥土检

验结果来看，均显示巩固村适合种植安吉白茶。

一株茶树让村民与业主都受益

“太好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王平回忆

说，他向村主任令狐云学汇报发展安吉白茶时，

令狐云学一连说了三个“欢迎”。

“令狐主任是老村干部了，他的心情我能理

解。”王平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罗茶山就种

了200多亩绿茶，后来因种种原因渐渐荒废。

这次听说经验丰富的业主来发展安吉白

茶，令狐云学不禁喜出望外。他和方炜斌分别

算了两笔账。第一笔账：对村民来说，每亩地流

转费每年130元，村民一年四季都可以前来打

工，每天工资70元。同时，村民还可以自己种植

安吉白茶，由方炜斌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和茶叶保

底价收购。

第二笔账：对方炜斌来说，明前茶早产出一

天，就是一天的价格。巩固村的茶比安吉县整整

早出7天，单斤价格可以翻几番。此外，通过注

册成立重庆云茶农业有限公司，他的茶叶市场能

以綦江为支点，逐步辐射西南地区。

2018年10月，225亩安吉白茶在巩固村中罗

茶山“落户”。一年后，又补种了50多亩黄金芽

品种。今年，巩固村安吉白茶试投产，采摘了400

余斤干茶，明年预计可达2000余斤。

脱贫户务工增收一万多元

发展安吉白茶的好处，脱贫户龚国珍最有发

言权。采访当天，她正在中罗茶山上给茶树施

药，“从栽茶树、除草、打药到摘茶叶，每个环节我

都参与了，去年务工收入1万多元。”

53岁的龚国珍因病因学致贫，村里发展安

吉白茶后，她被优先招来务工，每天工资70元。

丈夫高太平也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为养殖大户

管护土鸭，一个月稳定收入2000多元。

据介绍，巩固村安吉白茶产业初获成功后，

该镇多次与方炜斌沟通对接，决定在全镇多个村

发展，并动员村民自己种茶树。目前全镇已种植

白茶上千亩。 记者 吴长飞

东溪镇巩固村

村民探亲“探”出千亩白茶基地

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刘彤）7月31日，

区委书记袁勤华前往部分森林防火卡口和地质

灾害隐患点，对森林防火、地灾防治工作进行暗

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理念，时刻绷紧安全弦，全力做好森林防

火、地灾防治等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区领导蒲德洪参加。

今年以来，我区已连续发生 10 次暴雨洪

灾，暴雨过后，极易引发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监控责任是否落实？各

项转移避险撤离措施是否到位？袁勤华十分关

注。在古南街道北渡场不稳定斜坡地灾点，袁

勤华实地查看地灾点警示牌设置、撤离路线图

等基本情况，并与周边群众亲切交流，询问了解

地灾点暴雨洪灾期间有关变化情况。在现场，

袁勤华还随机拨打地灾点监测责任人电话，对

汛期应急值守情况进行抽查。袁勤华指出，汛

期降雨频繁，要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

高警惕、绝不能麻痹大意，切实加强巡查监测力

度，遇到险情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

告、第一时间处置。要重点关注地灾点周围居

住的行动不便的老人、少年儿童这两类重点人，

落实一对一就近帮扶责任，确保所有人员都能

得到及时疏散转移。

随着近期气温逐渐升高，森林防火形势日

益严峻。在古剑山森林防火检查站和古剑山应

急指挥中心，袁勤华暗访检查工作人员巡逻值

守、防火宣传等情况，并就火源管控、应急处置

等情况进行详细询问，要求工作人员务必做到

“守卡”有责、守土尽责，杜绝火源火种进山入

林。袁勤华指出，要提高防范意识，切实把森林

防火包村、包山头、包户责任真正落到实处，强

化消防安全检查和火源管控，及时消除各种火

险隐患，最大限度减少森林火灾发生。要落实

好林长制，开展常态化巡林，坚持人防与技防相

结合，实现巡查、监管全覆盖，筑牢森林防火

墙。古剑山景区要加强与区消防救援支队古剑

山中队的联动，确保火情发生时能迅速反应，及

时有效组织扑救，把损失降到最低。

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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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讯（记者 周松 实习

生 张天杰）7月30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2020年高温汛期自然灾害救援救助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市共

发生61起自然灾害，致38个区县322万

人受灾。面对自然灾害，共有3.8万余

人次救援力量先后投入抢险救灾，最大

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

外，中央和市级拟安排救灾资金1.14亿

元支持受灾群众灾后重建。

6月以来，我市出现10场区
域性暴雨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

何建平介绍，今年以来，我市先后发生

洪涝、滑坡等61起自然灾害，造成綦江、

开州、荣昌、巫溪等38个区县322万人

受灾。特别是6月进入主汛期以来，我

市出现10场区域性暴雨。为应对暴雨

洪涝等自然灾害，全市投入3.8万余人

次救援力量参加抢险救援，支持受灾群

众救灾复产和倒房重建。

何建平说，为保障受灾群众有饭

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及时就

医、有临时安全住所，各受灾区县紧急

安排救灾资金4900万元，中央和市级拟

安排救灾资金1.14亿元，支持受灾群众

救灾复产和倒房重建。

按照市委、市政府指示要求，市应

急局统筹协调、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抢

险，共派遣防汛与救援专家170余人次

到各区县指导防汛工作，统筹驻渝部

队、武警、消防、中国安能重庆分公司、

展宏图和蓝天救援队等救援队伍3.8万

余人次参加抢险救援，成功应对了2020

年长江1号、2号、3号洪水、綦江超保证

洪水和黔江区城市排涝、荣昌区城市内

涝、万州区山洪灾害等险情。

统筹各方力量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武警重庆总队分别动用5个支队

共700余名兵力，先后15次担负綦江、

江北、黔江、江津、万州、开州、巫溪和彭

水8个重点方向抢险救援任务。”武警重

庆总队副司令员陈道琴介绍，入汛以

来，武警重庆总队配合地方疏散转移和

搜救被困群众680余人，护送转移滞留

旅客4400余名，清理淤塞街道1600余

米、清理房屋180多间，协助转移群众物

品6600余件，抢运重要物资80余吨，开

挖排水渠100余米。

重庆警备区战备建设局副局长付

红领表示，入汛以来，重庆警备区部队

第一时间将雨情、汛情、灾情通报驻渝

部队和广大民兵，组织民兵抢险救灾，

总共出动民兵11400余人次，动用无人

机、冲锋舟、橡皮舟等大型抢险救援装

备1260余件（套），转移疏散群众10750

余人，解救被困人员723人，抢运物资

5000余吨，消杀街面22万余平方米。

市消防救援总队副总队长袁修德

介绍，消防部门在入汛前就组建了720

人的专业救援力量，其中包括1支总队

级抗洪抢险救援队、6支支队级救援队

和60支站级救援分队，并全部落实72

小时自我保障物资。入

汛后又从22个单位抽调

了 1000 人、136 辆消防

车、61艘冲锋舟，分别驻

扎在渝西、渝东南等5个

救援任务较重的区域。

今年长江3号洪水洪峰过

境，又调集500名指战员、

69 辆消防车、36 辆冲锋

舟，在长江沿线的菜园

坝、朝天门、储奇门、南滨

路、郭家沱和嘉陵江水道

磁器口等6大重点区域前

置备勤，圆满完成洪峰过

境时的任务。

中国安能集团重庆

分公司应急救援事业部

部长秦贵川介绍，作为灾

害工程抢险的专业队，今

年以来，安能集团重庆分

公司参与自然灾害抢险

救援行动，累计投入人员

1073 人次，装备 536 台

次，完成道路清淤1500平

方米，累计挖运土石方15

万立方米，内涝排水28万

立方米，转移被困群众

150余人。

綦江区政府副区长

蒋华江介绍，今年以来，

綦江区已连续发生10次

暴雨洪灾，其中超警戒水

位5次，超保证水位2次，

致 17.9 万人次受灾。面

对历史罕见暴雨洪灾，綦

江区委、区政府快速反

应，精准施策，打好抗洪

抢险救援硬仗，实现无一

群众死亡。

8月还将有2-3
次区域性暴雨

“据研判，当下至 8

月下旬，重庆还将面临2-3次区域性暴

雨。”何建平说，全市应急战线一定会在

应急处置、抢险救灾过程中，坚持好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会同各防治部门，扎

实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指挥救援、

灾害救助各环节的统筹协调，全力保障

全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秦贵川介绍，安能重庆分公司现有

灾情侦测、地灾处置、防汛抗旱等专业

救援装备134台套，引进了技术先进的

无人机三维测绘系统、大功率液压柱塞

式抽排水车和重型挖掘机等抢险高精

新装备，为高效率遂行任务提供了有力

支撑，这些先进技术和设备将在接下来

应对灾情中起到很好的作用。

“未来如果需要，可申请西部战区

陆航直升机、工兵、防化兵等专业力量

给予支援。”付红领表示，接下来重庆警

备区部队将秉承时刻严阵以待、高度戒

备、闻令而动，确保一声令下，能拉得

出、上得去、起作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支援重庆经济社

会发展。 据7月31日《重庆日报》

■322万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
干净水喝、有病能及时就医、有临时安
全住所
■3.8万余人次参加抢险救援，保障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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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长征小道 感悟红色精神
多个党组织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袁勤华在暗访森林防火和地灾防治工作时强调

时刻绷紧安全弦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今年来我区连续发生10次暴雨洪灾

精准施策 实现无一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