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及时预警

“你好，水利局吗？这次强降雨非

同寻常，你们要多辛苦一下，密切监测

水情雨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请你

们加强地质灾害点的监测预警，这次雨

情不一般。”，2020年6月21日22时许，

区应急管理局干部陈有志挂断区规划

自然资源局电话后，又赶紧通知各街

镇，提醒做好抗洪抢险准备……一晚

上，他没有停歇，组织发布预警信息68

条、打接电话80余次。

陈有志所做的准备工作，只是我

区应对洪水灾害的“冰山一角”。针对

綦江河流域特别是城区暴雨洪灾的特

点和规律，结合历年防汛抗洪经验教

训，我区把迎战暴雨洪灾的各项准备工

作做在前、抓得紧。

全面排查隐患。对暴雨洪灾处置

工作方案进行全面评估，在汛期前深入

水利工程、山洪灾害风险点以及綦江河

沿线的桥梁、工矿企业等重点部位，全

面开展洪涝灾害点的摸底排查，并严格

督促整改到位。尤其对31条区级河流

及其重要支流涉及的违建乱搭、乱堆乱

放等20起破坏河洪道安全行为下重拳

整治，坚决予以拆除。在城区沿河重点

地段设置明显的水位“三线”(常年、警

戒、保证水位线)标识标牌，便于观测分

析、指挥决策和启动响应。汛期前，共

排查整改隐患88处，维护监测站点215

处，修复水毁工程81处。

完善应急准备。持续推进应急预

案体系建设，结合实际修订《城区防汛

应急预案》以及小(二)型以上水库的防

洪抢险应急预案、汛期调度运用计划

等，不断提高应急抢险救援措施的针对

性、操作性。组建23支综合应急救援队

伍、79个社区微型消防站，建立起覆盖

所有镇街、近500人规模的应急救援队

伍。储备帐篷、棉被、折叠床、应急灯等

应急救援物资装备2万余件，并保证完

备有效，以“万全准备”防范“万一发

生”。

狠抓地灾防治。根据年度地灾防

治方案，更新完善避险“明白卡”，并将

“明白卡”发放到点、到户。整合资金，

对161户585人受地灾威胁群众有序实

施搬迁避让，帮助其搬离危险区域。在

地灾点配齐灾害监测人、片区管理员等

“四重”网格人员的基础上，再增加地灾

专管员，随时关注地灾异常情况。每年

投入100万元，对重点地灾隐患点进行

整治。

严格练兵备战。汛期前已开展地

灾、洪灾、水上救援等科目实兵演练43

次，有效提升防汛、抢险的综合协调能

力、专业救援能力。坚持多形式、多平

台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安全教育进校

园、逃生演习等群众性安全宣传教育，

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增强安全逃生

能力和灾害避险能力。

一曲生命至上的时代赞歌

洪灾之前，加强应急演练，提前监测预警；洪

水临近，迅速转移群众，妥善救援安置；洪水过后，

有序恢复生产，完善应急机制……经受一次次洪

水袭击后，我区上下一心，不仅凝聚起伟大抗洪精

神，还积累了较为成熟的抗洪经验。这些精神和

经验，不仅是綦江人民的财富，也成了对民族同胞

守望相助的“护盾”。

2021年7月20日，一场特大暴雨袭击河南，郑

州告急，新乡告急！河南灾情牵动着綦江人民的

心。为帮助受灾地区尽快恢复生活生产秩序，我

区抢险救援人员星夜集结，驰援河南，参加防汛救

灾工作。

“婆婆明天就要下葬，这次你能不能不去？”，

出发前，綦江蓝天救援队队员张洪妻子压抑着哭

声对张洪说。“我们晚去一天，被困群众就多一分

危险！”张洪跪别亲人，选择了毅然出征。

已识人间爱，犹怜同胞心。为了大义，七尺男

儿张洪含着伤痛的热泪，摘掉寄托哀思的“孝帕”，

悄悄地将“孝”字藏在了心里，与同伴奔赴河南。

“7月21日晚，我区组织1车5人，携带区应急

局最新配备的2艘橡皮艇、水下机器人、水下声呐

等救援装备，到万州与重庆其他蓝天救援队集结，

前往河南。”张洪说。

23日凌晨3点多，经过20个小时的辗转，由綦

江等五支队伍组成的重庆市蓝天救援队抵达郑

州，随即开始转移、搜救新乡市大块镇的受灾群

众。

新乡市大块镇断水、断电、手机信号弱，给救

援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綦江蓝天救援队克服重重

困难抢险救援，截至7月23日15时许，在当地转移

280 多名被困群众，为 135 户群众送上饮用水、食

品、药品等生活物资。

“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抗洪抢险，是应急管理的重要内容之

一。自2019年区应急管理局成立以来，累计组织

100余次应急会商，启动50余次应急响应，并积极

参与区外抗洪救援工作。”区应急局相关负责人说，

“6·22”“7·5”抗洪成功并快速恢复生活生产秩序，

我区上下一心、组织指挥高速有效、完备应急救援

体系，是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根本保障。

下一步，该局将进一步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

识，以更扎实举措、更有力行动深化部门合作联动，

加强联合会商、联合预警、联合发布，为防汛救灾争

取更多提前量。同时，切实做好防灾宣传和应急演

练，增强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全民自救能力，

使“心有尺规行不乱，临危有序保平安”的经验能够

深入人心、落于行动，让“教科书式撤离”不止步于

校园，让更多人掌握防灾减灾、自救救人的知识与

技能，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文/记者 简小军 图/除署名外为资料图片

2020 年发生的“6.22”

暴雨洪灾超保证水位 5.1

米，是綦江河流域有史以

来第一次全线红色预警，

也是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

建站以来的首次红色预

警，10 余万名群众生命财

产受到洪水威胁。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我区组织干部群众全力以

赴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工

作。“教科书式撤离”，实现

了重大灾害过程中“无一

群众伤亡”。

80 年一遇的大洪水，

我区为何能做到洪水面前

“心有尺规行不乱，临危有

序保平安”？又如何做到

灾后快速恢复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并守望相助，将宝

贵抗洪经验、伟大抗洪精

神传递他乡，守护更多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2020 年 6 月 22 日，洪峰到达时，穿

城而过的綦江河水位高达 227.6 米，超

警戒水位5.1米。綦江区公安局启动一

级防汛应急预案，全警行动，全员上

岗。下午3时左右，洪峰到达城区綦河

水域。35岁的区公安局政治处民警李

文军和同事们从早上开始救援，接到

“下北街农贸市场灾情最严重，有群众

被困，请速救援”指令后，顾不上换下早

已湿透的警服和皮鞋，又迅速赶去支

援。在大家努力下，最终成功解救被困

16名群众并将他们送到安全地方安顿，

包括1名婴儿和2名儿童。

面对来势凶猛的暴雨洪灾，我区抓

住疏散关键环节，为人民群众筑起坚实

的“生命防线”。

及时抢出宝贵时间。入汛以来，区

内所有水文站均提高监测频次，结合上

游区域的雨情、水情信息，及时做出预

判。从6月19日21时起，将“强降雨天

气预警信息”通过短信、网络、社区小喇

叭等多种渠道全覆盖、多轮次广泛发布，

督促全区干部群众做好充分应对准备。

快速集结救援力量。要求应急、防

汛等相关职能部门及沿河镇街在汛期

保持全员在岗，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

备。6月22日凌晨4时，区委、区政府电

话调度所有镇街和重点部门，提出加强

预警预测、加强值班值守、加强巡查排

查、加强减灾救灾的“四个加强”要求。

各镇街、部门迅速落实，至6月22日9时

前，由 2 万余名各级干部、应急救援队

伍组成的工作力量已经到岗到位开展

工作，保证了区应急指挥部的工作部署

迅速落实到抗洪一线。

科学组织疏散群众。充分调动村

(社区)干部、村(居)民小组长、楼(栋)长、

网格员等基层工作力量，在预警发布后

逐街逐巷、逐家逐户帮助受洪水影响群

众快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同时，安排专

人集中开展二轮“拉网式”排查，重点检

查独居老人、伤残人士、留守儿童等困

难群体的转移情况，确保“不落一人”。

城区沿河地带近4万群众在3个小时之

内即完成人员和重要财产转移，其中南

州小学2000余名学生安全撤离，被央广

时评誉为“教科书式撤离”。

持续强化区域联动。加强与相邻

的万盛、南川，尤其是上游的贵州桐梓、

习水等区县汛情信息互通，并根据上游

水情变化及时做好扩大疏散群众范围

和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

快速疏散受灾群众闻令而动

“对街面、居民家中清淤后还要消

杀，被水冲毁的堡坎和人行道，我们通

过居民集资和社区出资来修复。”洪峰

过后，三江街道三河街社区党支部书记

黎建飞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清淤工作，以

最快的速度恢复居民的正常生活秩

序。而这仅仅是我区灾后重建的一个

微小的影子。

洪峰过境后，我区迅速组织干部群

众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帮助群众恢复生

产生活，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迅速恢复生活秩序。按照“边退

水、边清淤、边消杀”要求，全区所有党

政机关干部纷纷行动、主动参与沿河淤

泥垃圾清理，日夜奋战清除綦江河沿线

淤泥150万平方米，消杀230万平方米，

在较短时间内恢复了綦江河两岸干净

整洁的环境。全力以赴开展水电气、道

路、通讯等灾后抢修,及时抢通道路558

条、燃气管道 2130 米、通信光缆 1 万余

米，保证群众正常生活在灾后得以迅速

恢复。

积极落实帮扶救助。紧急调拨

2073万元财政资金用于抢险救灾，提供

帐篷、棉被等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积极争取、整合救灾资金370万元，对困

难群众开展临时救助。引导社会力量

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及

时将总价值130万元的捐赠物资，发放

到750户重点受灾群众手中。

加快恢复农业生产。组建50人的

农技专家队伍，制定灾后恢复农业生产

指导方案和技术要点，全区571名产业

指导员及时跟进指导受灾农作物的田

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对受灾严重地

区，安排农业专家现场进行分类和个性

化指导。统筹安排救灾资金500万元，

按200元/亩的标准进行补助，重点支持

受损耕地及农业设施修复、秋粮(菜)种

苗购买等。

精准帮扶贫困对象。将房屋受损

的24户建卡贫困户和1户边缘户，通过

投亲靠友、集体房安置、临时租房等方

式先行进行妥善安置。对安全饮水受

到影响的16户贫困户实施“一户一策”，

确保饮上干净水、放心水。帮助196户

受灾贫困对象申报政策性农业保险,已

落实理赔20余万元。设置巡防员等临

时公益性岗位337个，统筹安排受灾贫

困对象就业。

迅速推进灾后重建上下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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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心协力驰援河南守望相助

▲6月22日下午，洪峰过境綦江。

2020年6月22日，消防官兵到赶水镇转移被困群众。

2020年6月22日，洪灾后开展灾后清淤工作。

2020年6月22日，古南街道转移被困群众。

区应急局组织人员开展的日常救援演练。

綦江蓝天救援队在河南省新乡市大块镇开展
人员转移和搜救工作。 通讯员 陈薪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