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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淤、补种、采收、筹备……7 月 4 日

中午，洪水过境后，綦江区并未懈怠，而

是抓紧时间进行灾后生产生活恢复。

“我们要让群众第一时间恢复生产

生活，同时未雨绸缪，为应对极端天气

作好准备！”綦江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水退清淤：用汗水换回美好环境

7 月 4 日傍晚，文龙街道菜坝社区滨

河步道。洪水退去，却留下能淹没脚背

的淤泥。

已过晚饭时间，不少市民饭后出来

散步，却见綦江区城市管理局的十几名

环卫工人仍在忙碌：用水龙头冲、用铁

铲推，将淤泥清除干净。

“淤泥干了就不容易清理干净，所

以 要 抓 紧 时 间 清 理 。”环 卫 工 张 云 华

说。河风习习，张云华和同事们身上的

制服被汗水浸透，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我们今天晚上清完，明天早上大

家就又能在干净的步道上散步。”喝水

的间隙，一身污泥的环卫工王良梅笑着

对记者说。

及时补种：尽量减少灾害损失

7 月 5 日下午，永城镇大桥村鱼塘坎

社，脱贫户李廷福正在将倒伏的玉米铲

掉，准备改种红薯。

7 月 3 日晚，大桥村遭受大风大雨袭

击。李廷福为养猪而种植的十来亩玉

米，眼见还有二十多天就能收获，却被

大风刮得“趴”在了地上。

7 月 5 日一早，大桥村党总支书记肖

朝中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调查损失情

况。了解到李廷福家情况后，村干部们

为李廷福合计了系列灾后自救措施：对

于半倒伏、受影响不大的玉米地，绑上

竹竿，使其直立，确保其能长成熟；对于

已倒伏无法再生长的玉米，赶紧将可用

部分作为青贮饲料原料收割；收割后，

改种红薯。

“你放心，我们会帮你协调红苕藤，

保证让今年你家肥猪不饿肚皮，保证你

收入不减少！”肖朝中说，接下来村里还

会及时联系农业保险公司理赔，减少老

李的损失。

“政府想得太周到了！”李廷福拉着

肖朝中的手，感激地说。

提前采摘：减少果树损失

7 月 5 日下午，永城镇大桥村永丰河

畔。秋月家庭农场负责人曾维富和工

人一起，用竹竿、木棒支撑起被压弯的

枝丫，及时采摘已成熟的桃子和李子。

“这次永丰河的水说涨就涨，根本

来不及作任何准备。”曾维富说。7 月 4

日快中午时，洪水淹没了曾维富流转的

80 亩果园中的低洼部分，受灾面积约 30

亩。

水退后，镇里来的农技人员为老曾

支招：将八成熟的果实采摘下来，提前

上市；用硬质的竹木棒支撑挽救受灾较

轻的树枝，让快成熟的布朗李等再生长

二十来天，等待上市良机。

“天灾无情人有情。干部第一时间

就来帮我想办法减少损失，我很感动！”

曾维富说。

头脑风暴：为防灾减灾做准备

5 日早上，文龙街道菜坝社区居委

会会议室里，社区干部、辖区民警、网格

员、志愿者等十余人坐在一起开早会，

复盘这次迎接洪峰的经验，为未来应对

极端天气作好准备。

7 月 3 日至 4 日的洪峰过境，让“久

经考验”的菜坝社区丝毫不乱，根据以

往经验组织了巡查队、劝导队、后勤保

障队等多支队伍开展工作，确保了洪峰

过境时无人员伤亡、无财产损失。

“但这次应对，我们还有需要改进

的地方。”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

世群诚恳地说，通过复盘总结，才能更

好地应对下一次洪峰过境，完成守护社

区居民的责任。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又总结出了新

的几条经验：只要下雨，就要派人巡查；

上涨时除了及时接收、转发政府权威部

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巡查者也要随时关

注江水上涨情况；6 号前，要通过网格员

和微信群通知所有商户，低洼地带的商

户则要挨家挨户通知，让大家不要进太

多货品，避免洪水汹涌而来时不能及时

搬迁……

刘世群表示，社区已排出值班表，

从即日起至 10 月每天都安排了巡查人

员，“极端天气变频繁，洪水随时来临，

必须提前作好战斗准备！”

据《重庆日报》

綦江 灾后抓紧两件事
第一时间恢复生产生活 未雨绸缪应对极端天气

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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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进 行 时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
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推进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
治，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
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区域应急力量建设。

——习近平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

习近平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
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 石汉谋 綦长伟）近日，在三角镇

杜家村渝锐橼农业的佛手柑种植基地里，记者看到，工人们正

忙碌于施肥管护。一颗颗翠绿的佛手柑已经挂上了枝头，等

待着阳光将它们浸染金黄。

“目前已进入大量挂果期，通过树上的果子和花蕾来看，

今年的亩产量应该至少 3000 斤。”重庆渝锐橼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万兵说，三角的地形地势、气候土壤都很适宜种植佛

手柑，仅杜家村这100 余亩佛手柑，就能产出100 余吨鲜果。

2020 年，万兵来到三角镇杜家村开始种植佛手柑。有业

主到了，村集体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决定搭一趟顺风车。

“村集体流转土地，完成前期种植端的相关事项后，统一

承包给业主进行经营和管理。第四年起，由业主方向村集体

每年固定分红 1000 元/每亩。”三角镇杜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袁泽伟介绍，考虑到业主能为村集体长期提供技术支

撑和销售市场，所以在经过实地调研和具体分析之后，村里便

敲定了发展佛手柑种植产业，并联合相邻的柏香村村集体一

起承包了370 亩土地，跟着业主一起干。

据了解，目前三角镇共发展佛手柑种植 1000 余亩，今年已

有 540 亩佛手柑正式挂果，预计从 7 月份中旬开始，将有 130 余

万斤佛手柑陆续走向市场。

130余万斤佛手柑陆续上市

村民正在为佛手柑除草村民正在为佛手柑除草。。记者记者 綦长伟綦长伟 摄摄

夏季雨水多。伴随着

暑期来临，气温不断攀升，

青少年溺水事故进入易发

期、高发期。近来，全国各

地已发生了多起溺水事件，令人痛心。学

校、家庭和社会各方更当重视防溺工作。

防溺没有一劳永逸的手段，合力筑牢安全

网，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悲剧发生。

平时，学校老师和家长对学生涉水安

全总是挂在嘴边、年年强调、日日嘱咐，但

总有学生将这些提醒抛之脑后，忍不住下

水嬉戏。所以，暑期防溺工作要做实做细。

要扛起学校教育责任。学校要加强宣

传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夯实安全基础。全

区中小学可以通过班会晨会课，每天提醒

学生，常态化向学生家长推送防溺水安全

信息提示，并聚焦上下学、周末、节假日等

关键点，精准化、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教

育，帮助学生养成安全行为习惯，增强学生

防溺水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要扛起家庭监护责任。预防青少年溺

水，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溺亡事故的

发生往往与家长监护失位有关。因此，防

溺亡要千方百计补上监护短板，增强家长

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作为孩子的第一安

全责任人，家长既要有风险防范意识和警

惕性，又要有科学专业的救助知识，才能把

溺水概率和产生的伤害降至最低。

要扛起社会管控责任。防溺水工作不

单单是家庭、学校的事情，各相关部门要主

动作为，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多方发力、

多管齐下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网。牢牢

抓住“人”和“水”两个造成溺水事故的主

要因素，加强源头管控。从青少年溺水事

故总体特点来看，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

湖泊、池塘、水库等野外地方。因此，野外

公共水域的潜在危险因素更多，如水情复

杂、上下水温相差大等。要动员相关力量

摸清溺水高危水域、重点点位，针对性地做好防护，加强

监控管理与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及时劝阻，为青少年野

泳、戏水设置“安全栅栏”，在“最后一米”防患于未然。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保护好青少年

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尽心尽

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共同为青少年创造安全的生活

环境，让生命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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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平出生于 1951 年，是通惠街道

思南村山龙党支部书记、回龙湾组村民

小组长。在担任原山龙村主任的 41 年

里，他扎根农村，深耕基层，以民为本，

助人为乐，用勤劳、公正、务实，诠释了

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昨晚下了一晚的大雨，我早上 5 点

就起来了，查看雨水损毁公路情况，担

心滑坡影响村民出行安全。”7 月 4 日，

在思南村山间公路上，陈华平不顾 72 岁

高龄，与村民一起清理滑坡滚落在公路

上的石块，疏通边沟的积水。

张明中是参加清理公路上滚落泥石

的村民之一。“早上天刚亮，陈华平就打

电话，让我带上铁铲等工具，一起到村

上参加志愿劳动。他这么大年纪了，仍

然热心为村民的出行安全着想，大家也

愿意跟着他干。”张明中说。

在 41 年的岁月中，陈华平不论在哪

个岗上，总是主动从村民最盼、最愿、最

急、最难的事情做起。

“2018 年以前，回龙湾社村民喝的

都是机井水，冬天经常缺水，夏天是浑

泥水，成了大家心头难以解开的疙瘩。”

张明中回忆，陈华平带头组织 20 多户农

户，修建蓄水池、安水管，引山上的山泉

到每户家中，实现了每户通“自来水”，

让每户村民都喝上甘甜的山泉水。

要想富，先修路。2019 年，陈华平

带领村民自筹资金，挖三条公路通到回

龙湾各村民聚居点（黄角儿至回龙湾段

共 360 米、正坝至沙凼湾段共 750 米、山

对邱河沟至祖屋段共 400 米），三段公路

共长 1510 米，解决了 45 户村民交通出行

难题。

“挖公路的时候，涉及到几十户村

民的土地和苗木等问题，有的村民觉得

修路跟自己关系不大，没得到什么利

益，就坚决不同意。”村民周方惠说，陈

华平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担任村干部

这么多年，对每家每户的情况都十分熟

悉。他就带头跑贷款，组织村民一起挑

石子、铺路，一家一户地上门做工作，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经过耐心细致的工

作，最后大家都同意修路。

“陈华平为人老实、善良、勤快，肯

做好事善事，不管是公路管护、森林防

火、环境卫生清扫，还是哪家有红白喜

事，他都主动站出来，带领大家一起干，

帮助有困难的村民，大家心里真的感谢

他，也十分支持他。”周方惠说，陈华平

长期到双目失明的徐代华家中送衣服、

蔬菜、大米等生活物资；主动出钱帮助

身患重病的独居老人陈才亮解决就医、

生活难题，突发病情时，送老人就医；每

逢节庆日，陈华平也会去探望困难群

众。

走在回龙湾社弯弯曲曲的公路上，

陈华平看到的是长势正旺的庄稼，听到

的是村民热情的问候，思考的是产业的

发展。

近年来，陈华平积极鼓励和带动村

民们返乡创业，引进业主投资 100 多万

元，发展花卉产业、农家乐等特色产业

项目，盘活闲置土地、带动增收致富，让

偏僻的回龙湾成了城市快速发展的美

丽后花园。

多年来，陈华平没计较过得失。“都

是乡里乡亲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比

如说有人水管坏了，你看到了，帮他立

马接了，既解决了问题，也免得他求人，

他心里就对你有好感，村民也会尊重

你。”陈华平说道，“我虽然年龄大了，但

只要走得动，群众家里的大小事情，该

帮的事就要帮到，该办的事就要办好。”

陈华平：深耕农村基层的“老黄牛”
本报记者 吴荣凯 谢鹏飞

陈华平（右）与村民一起清除公路上的塌方碎石。记者 吴荣凯 摄

本报讯（记者 成蓉 刘彤 陈星

宇）7 月 6 日下午，区委书记姜天波会见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树东，

双方就进一步深化产业合作、加快推进

有关项目建设等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煤集团副总经理倪嘉宇，区领导

陈川、蔡鹏、龚锐参加。

姜天波代表区委、区政府感谢中煤

集团对綦江的信任与支持。他说，綦江

是重庆重要的能源和工业基地，产业基

础雄厚，要素保障充分。当前，綦江正

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入贯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重大战略，认真落实市委、市政

府各项部署要求，坚持产业转型、城乡

融合、教育提质、医疗提速“四个轮子”

一起转，全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渝黔

综合服务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试验

区等建设，加速形成重庆最具影响力、

竞争力和带动力的区域性增长极。此

次合作将为綦江发展带来新机遇，全区

上下将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加快推动项

目落地，携手共创互利共赢的煤电合作

新格局。

王树东感谢綦江区委、区政府对中

煤集团在綦发展的关心支持，简要介绍

了中煤集团发展情况。他说，中煤集团

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国有重点骨

干企业，肩负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

要使命。中煤集团将以服务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和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为出发

点，保障资源供应，优化运行管理，促进

产业可持续发展。非常期待与綦江的

合作，将结合綦江资源禀赋，拓展合理

联营模式，构建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助

推綦江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

当天，綦江区与中煤集团西南分公

司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将依托中煤集团

煤基全产业链优势，以加快煤炭—煤电

—新能源联营示范基地建设为引领，重

点在储煤基地建设，零碳化工园区，抽

水蓄能、光伏等新能源资源开发利用，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开展投资合

作，规划总投资约100 亿元。

姜 天 波 会 见 中 煤 集 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树东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