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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云南省弥勒
市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健全“一套”机
制、开展“一场”讲座、组织“一次”演
练、安装“一台”终端“四个一”为抓
手，推动防震减灾工作高质量发展。

弥勒市压实防震减灾责任，厘清
抗 震 救 灾 指 挥 部 成 员 单 位 职 能 职
责。完善地震部门监测预报预警、住
建部门强化抗震设防、消防部门应急
救 援 的 协 调 联 动 防 震 减 灾 指 挥 体
系。搭建常态化多渠道防震减灾科
普宣传平台，用好市镇村组四级应急
广播体系、地方广播电视台热线、微
信公众号等，普及防震应急避险、自
救互救等知识。

该市邀请省地震局专家作地震
灾害应对与处置专题辅导，着力提升
全 市 科 级 领 导 干 部 的 灾 害 应 对 能
力。成立专业科普服务队，走进乡镇

（街道）开展防震减灾专题讲座，对镇
村组三级干部进行全员培训，发挥基
层“第一响应人”吹哨作用。突出学
校地震科普知识主题宣传，达到“教
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
个社会”的目的。截至目前，该市共
开展镇村组干部及卫生院专题培训
14 场，中小学校科普知识讲座 30 余

场，村（社区）讲座 10 场，3400 余人参
加学习。

该市组织观摩“应急使命·2023”
高山峡谷地区地震救援演习，组织开
展 2 次全市性地震应急实战演练，全
面检验和提升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
单位重大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同时，
采取“学校科普传播师培养+示范演
练带动+专业部门指导”模式，通过

“震前、震时、震后”方式，组织全市各
学校安全专干开展培训和示范观摩，
指导师生在教室、宿舍、食堂等不同
场所不同时段进行地震应急避险疏
散 演 练 ，形 成“ 肌 肉 记 忆 ”“ 条 件 反
射”。截至目前，该市共组织 30 所学
校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参与师生
达 3.5万余人。

将地震预警终端建设作为防震
减灾关键环节，该市全力推进地震烈
度速报与预警项目建设。以各级各
类学校为重点，成功安装Ⅱ型（学校）
预警终端 10 台，预计年底实现医院、
大中型商超、景区景点、危化品企业
等重点场所预警终端全覆盖。同时，
强化终端管理使用，力争震时“喊”出
关键的“一嗓子”，着力提升地震预警
信息服务水平。 （陆松林）

云南弥勒市 推动防震减灾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程 璐

连日来，安徽省发生多轮强降雨，
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局部山洪暴发，沿
长江、沿淮河部分地区发生城乡内涝。
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迅速响应、全力
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靠前指挥 组织备勤

监测预报预警是抵御洪涝灾害的
“第一道防线”。入汛以来，该省针对强
降雨、强对流天气发布综合灾害防御预
警 3 期，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0 期，
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 4 次，发布
预警信号 2920 次，覆盖气象灾害防御责
任人近百万人次。

全省 6500 余名市县乡三级防汛责
任人深入包保地区靠前指挥、现场督
导，近 1.9 万人次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及
时关闭景区景点 165 个、建筑工地 793
个，提前转移山洪地质灾害威胁区、沿
河低洼地带、危旧房等危险区域人员
3272 人。同时，提前在险工险段、洪涝
灾害易发区预置抢险力量和物资，组织
13 万人次备勤，及时处置人员被困、道
路塌方、城市积水等险情。

各救援队伍随时待命，物资配备整
齐，随时做好防大汛、抢大险的准备。
据介绍，该省已组建省级抗洪抢险专业
队伍 16 支、2117 人，配备主要装备 869
台（套）。为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截
至 7 月 5 日，全省共投入救灾资金 116 万
元，生活类救灾物资 2000 件。

该省先后派出 6 个工作组赴一线协
助指导降雨防范应对和查灾核灾救灾
工作。该省长江沿线各地压实责任、整
治隐患、强化演练、备足物资，全力打好
防汛主动仗。

压实责任 整治隐患

安庆市调整充实市防指成员单位，
建立市防指与 7 个分指挥部运行机制。
分级落实长江干堤 50 处穿堤建筑物、28
个江心洲外滩圩、648 座水库、618 处地
质灾害隐患点、24 个在建涉水工程、575
个有山洪灾害防御任务区，以及城区 24
处易涝风险点相关责任人，并在市级媒
体公示。

芜湖市发布防汛抗旱工作要点和
做好防汛抗旱准备工作的通知，迅速调
整市、县两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组成人
员。同时，完成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城
市极端强降雨应急处置预案等各类应

急预案。
池州市成立 5 个检查组分赴基层一

线，对全市水库安全度汛、山洪灾害防
御、河道堤防等度汛隐患进行全面检
查，共发现各类安全隐患 49 处，现已全
部完成整改。芜湖市 18 处“开口子”工
程已全面复堤复坝，所有在建涉河项目
均制定了安全度汛方案，涉及山洪灾害
防治的无为市、南陵县、繁昌区共 13 个
镇 102 个行政村，受威胁人员全部进行
了复核登记。铜陵市紧盯薄弱环节，排
查整改隐患，33 项水利工程重点问题隐
患均限期整改销号，9 处破堤“开口子”
工程全部完成复堤，22 处地质灾害隐患
点逐点落实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和防范

措施。马鞍山市共排查发现风险隐患
113 处，112 处已整改落实到位，1 处已
落实安全度汛措施。

加强演练 备足物资

铜陵市举办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
练，演练包括应急抢险、转移安置、水上
演练及救援 3 大科目 9 项内容，锻炼防
汛抢险队伍应对突发汛情险情的协调
配合和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完善 162
座水库防汛抢险应急预案和调度运行
计划、148 个县乡村三级山洪灾害防御
预案，各级各部门组织开展了多场针对
性演练。7 月 1 日，马鞍山市举行 2023
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着重提升防汛抢
险应急救援能力。

安庆市县两级通过政府购买和协
议储备方式储备各类防汛抗旱物资，全
市共有袋类 285 万条，布类 145 万平方
米，桩木 1490 立方米，砂石料 7.7 万立方
米，水泵等排涝抗旱设施 1000 多台，防
汛抢险船只 90 余艘。铜陵市已储备价
值 3571 万元的防汛抗旱物资，组建防汛
抢险队伍 270 支、7675 人，调整充实了
市级防汛应急突击队和市级抢险技术
指导专家库。芜湖市落实财政预算 600
多万元，补充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储备
物资和器械资金总额约 3710 万元。目
前，全市共组建防汛专业抢险队伍 22
支、队员 2470 人，乡镇应急队伍 73 支、
队员 8758 人，挖掘机 62 台、运输车 133
辆、发电机 32台、水泵 91台（套）。

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蔡正
中表示，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
持底线思维，严阵以待，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压紧防汛工作责任，做好物资保
障和人员备勤，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

7月8日，安庆市宿松县省属农垦华阳河农场遭遇强降雨，日降雨量达266.6
毫米，农场干部职工加强值班值守，抢排农田积水。 李龙 摄

安徽省全力应对暴雨洪涝

压实防汛工作责任 预置抢险力量物资

日前，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应急管理局在九曲河水域开展防汛演练，设置
冲锋舟水上搜救、落水救援、群众转移等科目。 王婧岚 摄

■赵 雪 马云闪

自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工作启动以来，在国务院普查办和
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北京市各有
关部门、各区攻坚克难，顺利完成房山
试 点“ 大 会 战 ”、全 市 调 查 和“ 一 省 一
县”“一省一市”评估区划试点工作，基
本完成市级评估与区划工作，全面推进
区级评估与区划任务。同时，按照“边
普查、边应用、边见效”的原则，扎实推
动普查成果应用，促进各阶段成果应用
落地见效。

构建一体化减灾格局

北京市制定印发《关于推进北京市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
果应用的指导意见》，提出普查成果应
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成果及应
用方向等总体要求，推进普查成果与重
点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普查成
果在服务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工
程、重大活动保障中的应用，充分发挥
普查成果对提升灾害防治基础能力的
支撑效用。立足北京“四个中心”城市
战略定位，提出了从决策层面、执行层
面、社会层面三方面加强风险普查成果
应用，辅助政府智慧应急下的自然灾害
综合应急决策能力建设，实现主动应急
下的多灾种综合风险协同治理，构建全
民应急下的政府—社会—公众一体化
减灾格局的普查成果应用工作建议。

该市普查办将普查成果有机纳入
《北京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办法》《北京
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总体实施指南》，
以及北京市韧性城市建设内容。制定

《北京市城市安全风险评估三年工作方
案（2022 年—2024 年）》，要求建筑、城市
管理、水务、交通、商务、文化、旅游、应
急管理、体育、园林、教育、医疗、养老、
物业 14 个行业领域充分应用北京市第
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
在已开展 20 万家社会单位风险评估工
作的基础上，编制修订相关技术规范，
新增自然灾害影响生产经营活动和自
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评估
内容，提升相关社会单位抵御自然灾害
风险的能力。

针对首都超大型城市特点，开展两
轮重要设施目标、重点区域综合风险评
估与风险防控能力评查，选取南水北调
团城湖调节池、地铁西二旗站、西集天
然气应急储配中心、中国移动北京基

地、宋家庄枢纽站、北关管理所新拦河
闸、北京电网 220 千伏西白庙变电站、热
力集团中继回水加压泵站、800 兆无线
政务网土城机房 9 处重要设施目标，奥
林匹克公园、延庆冬奥会赛区、北京环
球度假区、中关村房山园石化新材料科
技产业基地 4 个重点区域，在充分利用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基础上，开
展包括安全运行管理能力、抵御自然灾
害能力、抗击外部袭扰能力和应急处置
能力 4 类风险防控能力评查工作，并在
试点基础上固化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针对调查阶段摸清的全市灾害风险隐
患底数和重点区域防灾减灾能力现状，
在总体完成“九项重点工程”的基础上，
制定印发《北京市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
力行动计划（2022 年-2025 年）》，有针
对性地提出到“十四五”末期的自然灾
害防治 40 项重点工程计划，持续提升本
市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在国务院普查办全程指导下，该市
优先开展延庆冬奥地区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评估，在评估过程中强化普查系统
思维的运用，打破自然灾害防治条块分
割产生的藩篱，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
想，从自然灾害风险系统的概念和要素
出发，开展好各项单灾种、单要素评估
及综合评估与区划工作，做到任务协
同、数据协同、技术协同、成果协同，最
终形成北京市冬奥地区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评估报告，并报冬奥组委，将普查
成果作为开展北京冬奥会地区风险评
估的重要依据，提升冬奥会地区风险评
估成果的精准化水平。同时，将冬奥会
风险评估组织实施模式应用到全市评
估区划工作中，进一步提升市级评估区
划工作效率。

运用地震危险性评估成果和应急
系统承灾体调查数据及减灾能力数据，
该市开展破坏性地震情景构建研究，以
顺义区发生 7.0 级地震为背景，聚焦城
六区和通州区（行政副中心），面向应急
救援需求，基于数值分析，从目标区域
建筑损伤、人员伤亡、次生灾害，以及重
点城区和重点建筑地震损伤等方面综
合构建破坏性地震情景。结合巨灾发
生后不同时间节点面临的特殊情况，量
化灾害的具体风险，综合考虑评估所需
投入的应急救援资源和力量。在情景
模拟、应急救援和能力分析的基础上，
进一步制定完善灾后不同阶段防御措
施和应急预案体系。

该市运用普查成果研究定量化支
撑自然灾害月度季度形势分析工作。
针对自然灾害风险分析工作的特点，结
合致灾孕灾要素、历史灾害灾情、承灾
体、综合减灾能力等静态数据，以及自
然灾害实时监测数据等动态数据，构建
了防汛和森林火灾风险形势分析模型，
支撑乡镇、街道层级开展自然灾害风险

形势分析计算、区级分析报告快速形
成。市气象局通过普查凝练了导致灾
害风险的主要气象监测指标和阈值，在
此基础上研发 Vips5.0 灾害天气监测预
警服务系统，并于去年汛期投入使用，
实现对降雨的移动速度、方向等精准

“画像”。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将房屋建筑调

查成果应用到区级房屋安全治理与保
障工作中，为危险房屋整治工作和自建
房安全专项整治“百日行动”提供基础
数据支撑。各区也充分利用普查成果
开展相关应用及研究工作：朝阳区将普
查数据接入区安全大脑，研发普查数据
可视化展示平台；西城区利用普查数据
开展城市运行安全风险精细管控工作，
搭建城市运行风险动态可视化管控平
台，实现安全风险发展趋势的预警预
测；密云区利用普查成果数据开展 2022
年密云区普通公路沿线地质灾害治理
工程，治理了 27 处隐患点，有效降低落
石风险，为出行群众提供安全的通行环
境；房山区构建了普查成果原型系统，
基于各类减灾能力、历史灾情数据积极
探索开展基于台风、暴雨、地震灾害事
件场景下的“三高一低”重要防护目标
动态评估，对灾害覆盖重点关注目标提
出提前疏散人群或转移重要财产等决
策建议。

跨层级跨部门数据融合

自然灾害防治对应急管理部门来
说是一项综合工作，在国务院普查办顶
层设计下，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形成
了应急管理部门牵头，各相关委办局各
负其责的工作实施方式。打破了自然
灾害相关部门间数据共享共用的资源
壁垒，整合了自然灾害防治工作的治理
力量。

北京市加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成果应用工作，进一步加强自然灾害
致灾管理部门数据和承灾体管理部门
数据有机融合，实现跨层级、跨部门自
然灾害基础数据融合，为应急管理从传
统治理向现代“智”理转变提供灾害防
治全流程数据保障。

通过此次普查，北京市完成了涉及
地震、地质、气象、水旱、森林火灾五大
类主要自然灾害的致灾信息调查、收集
及整理，涉及房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系统等重要承灾体信息调查，以及历史
自然灾害信息收集和系统整理，自然灾
害重点隐患情况调查，政府、企业及社
会组织、基层等减灾能力调查。该市在
推动普查成果数据应用中，一方面促进
普查成果的动态更新与管理，形成普查
数据动态更新机制；另一方面在推进应
用的过程中，发现普查已有成果数据的
不足之处，促进普查工作向更全面、更

完善的深度推进，为应急管理从传统治
理向现代“智”理转变提供重点数据补
充和数据动态更新的工作基础。目前，
该市卫生健康委已将医疗卫生机构调
查内容更新纳入常态统计指标，实现年
度动态更新。

积极推动成果应用

北京市充分认识普查成果的战略
意义，将其作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
精准服务、精细管理的重要抓手，作
为推动事业发展、服务改善民生的重
要资源，深入推进普查成果深度融合
应用。在第三次普查成果应用交流会
上，北京市应急管理局风险监测与综
合减灾处副处长刘尊涛表示，北京市
坚 持 “ 融 合 ” 引 领 、“ 共 享 ” 支 撑 、

“更新”护航，在凝聚成果应用数据保
障、汇聚成果应用机制保障、积聚成
果应用动态保障上下功夫、见成效。

该市积极推动普查成果在相关地
方标准体系建设中的应用，将普查成
果融入隐患排查治理、安全发展示范
城市创建、韧性城市建设之中；积极
推动普查成果在突发事件应对处置中
的应用，运用普查成果合理布局应急
避难场所、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物资
储备等各类应急保障资源，有针对性
地开展应急演练、宣传教育培训、防
灾减灾示范社区建设等工作；积极推
动普查成果在支撑决策和社会服务中
的应用，探索构建和完善保险业在重
大自然灾害保障体系中的支撑范式，
探索建立符合北京市实际的普查成果
共享应用和重点数据动态更新机制，
全面提升自然灾害防治基础能力水平。

目 前 ， 该 市 已 积 极 应 用 普 查 成
果，推动韧性城市建设，深化城市安
全风险评估，开展破坏性地震情景构
建 ， 支 撑 自 然 灾 害 月 度 季 度 形 势 分
析，保障区级房屋安全治理，做好灾
害天气监测预警服务等工作。同时，
各区也充分利用普查成果开展相关应
用及研究工作。西城区利用普查数据
开 展 城 市 运 行 安 全 风 险 精 细 管 控 工
作，搭建城市运行风险动态可视化管
控 平 台 ； 朝 阳 区 将 普 查 数 据 接 入 区

“安全大脑”，研发普查数据可视化展
示平台；密云等区利用普查数据开展
普通公路沿线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治
理 了 47 处 隐 患 点 ， 有 效 降 低 落 石 风
险；房山区构建普查成果原型系统，
对灾害覆盖重点关注目标提出提前疏
散人群或转移重要财产等决策建议。

下一步，该市将继续强化组织实
施和保障支持，扎实推动普查成果在
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提升、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应急处置和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应用。

北京市扎实推进普查成果应用

立足首都功能定位 治理向“智”理转变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聚焦聚焦

本报讯 为全面提升应急救援
队伍的救援能力，有效防范和应对各
类灾害事故发生，日前，江苏省南通
市在紫琅湖畔组织举办应急救援队
伍职业技能竞赛，企业专职队、社会
救援队、社区志愿者等 10 支代表队
200余名队员参加了竞赛。

竞赛内容立足工作实际，对个人
项目和团体项目进行了创新和难度
升级，涵盖企业救援、防汛抢险和灾
害救助等基本类型，分为通用理论考

核、企业应急救援、防汛抢险救援、防
灾减灾救灾四个部分，涉及有限空间
救援、安全破拆、水上救援、通信装备
使用等 12 个科目。此次竞赛重视数
字化技术运用，参赛队员操作天通卫
星手机，通过短信功能编辑“指定文
字”发到裁判手机。同时，按照竞赛
组委会事先设定的路线，参赛队员操
作无人机穿越障碍完成飞行任务，并
对目标进行抓拍，以丰富的应急通信
手段赋能应急救援工作。 （朱永忠）

江苏南通市 举办救援技能竞赛

本报讯 近日，湖北省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长梁镇罗家
嘴 村 发 生 山 体 滑 坡 。 由 于 预 警 及
时，采取措施得当，受灾群众得到
及时转移安置，未发生人员伤亡。

“如果没有村‘两委’工作人员
的及时疏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受灾村民费世国说。

罗家嘴村党支部书记李继初接
到建始县水利局值班人员杨晓航的
电话通知，告知其罗家嘴村辖区内
有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等险情的预
警。随即，李继初通知村“两委”
及驻村工作队所有工作人员给村民
挨个打电话，确保村里每一户都有
人员处于清醒状态。同时，组织工
作人员对村里的地灾点进行实时监
控，并立即转移周围住户。工作人

员还使用喇叭沿路呼喊，但因雨势
过大，呼喊声听不清，工作人员就
挨家挨户用力敲击房门，叫醒沉睡
中的村民。

为更好地帮助群众及时撤离，
工作人员发动村里的年轻人加入到
撤 离 队 伍 中 。 大 家 冒 雨 赶 往 田 家
湾、金家湾、常家坡，及时疏散该
区域的居民，经过 2 个多小时的努
力，工作人员将所有村民撤出，仅
仅过了 10 分钟，常家坡区域内 3 户
居民的房屋被山洪全部冲毁，所幸
人员已被安全转移。

据 了 解 ， 该 村 共 有 720 余 户
2104 名村民，其中，重灾户 8 户 28
人，严重受损 23 户 82 人，一般受损
25 户 83 人，轻微受损 190 余户 1000
余人。 （万雪芬 吴定力）

湖北建始县长梁镇罗家嘴村

村民转移10分钟后 3户民房被冲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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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吉林市人民政府、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消防救援总队、吉林省
森林消防总队联合开展重大地震灾害实战应急演练。 庄申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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