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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防总18日发出通知，要求强化风
险隐患排查和人员转移避险，坚决果断转移
受威胁群众，全面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
不漏一人，特别要针对老幼病残和困难群
体，加强疏散撤离和搜救解困。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主体
责任意识，把责任落到防汛救灾全过程、各

层级。充分发挥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改革优
势，各级防指要强化统一指挥、统筹协调，各
部门要履职尽责、相互配合，强化各方通力
协作的防汛救灾格局；精准研判预警，及时
发布洪水预警信息，加强次生灾害预报，确
保第一时间预警到村到户到人。进一步落
实防范措施，统筹做好方案预案、队伍物资、

蓄滞洪区运用等各项准备；强化巡查防守，
全力抢险救援；落实救灾安置措施，精心谋
划恢复重建。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入汛以
来，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参加各类抗洪抢险
救援6841起，出动消防指战员7．78万人
次、消防车1．17万辆次、舟艇6355艘次，

营救疏散被困群众11．2万人。
据介绍，应急管理部结合汛情灾情风险

研判，已在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淮河、松
辽流域等7个重点区域19省（区、市）部署
37架直升机，开展堤岸巡护、决口封堵、物料
运输等救援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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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2020年第2号洪水18日上午通
过重庆主城，最高水位接近警戒水位。

水文部门监测显示，此次洪峰是长江
上游重庆段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大洪水。长
江重庆寸滩水文站 18 日 8 时流量达到
43500立方米／秒，为本次洪峰最大流量；
11时水位达到179.43米，接近180.5米的
警戒水位，这也是今年入汛以来最高水位；
随后水位逐渐下降，至下午1时已回落至
179.29米。

记者在紧邻长江的重庆南滨路看到，
洪峰过境使得江水流速较快，随着水位逐
渐上涨，江水距离滨江亲水步道只有1米
左右的距离。十余艘船只停靠在岸边，躲
避洪水。在位于嘉陵江边的磁器口古镇，
古镇低洼地带的一些商铺已被淹没，停车
场通往码头的道路因洪水无法通行。数十

名应急救援志愿者在江边巡护并拉出警戒
线，提醒过往游客远离危险区域。

磁器口古镇管委会应急办公室主任赵
家平说，为应对汛情，当地已进入全天候的
应急状态，安排专人密切留意水位变化，并
通过微信群向社区居民、商户实时通报情
况，做好转移疏散准备。

重庆主城位于三峡水库上游。为保障
航运安全，长江重庆海事局已对长江干线
观音滩、黄草峡、铜锣峡等急流江段实施临
时交通管制：17日10时30分起，禁止载运
危险货物船舶、集装箱船、干散货船、船队
以及600总吨以下船舶上行通过观音滩；
17日20时起，禁止载运危险货物船舶、集
装箱船、干散货船、船队以及600总吨以下
船舶下行通过黄草峡、铜锣峡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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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下午，74岁的重庆开州区临江镇
和胜村村民廖启安，远远地望着距家门口
咫尺之遥的巨大滑坡体，依然心有余悸。

连日来，开州所在的重庆东北部地区
遭遇持续强降雨。17日，和胜村9社发生山
体滑坡，廖启安等9户23名村民经历了一次
惊心动魄的虎口脱险。

17日6时许，和胜村4社社长赵达学走
出家门，冒着瓢泼大雨，对全村进行巡查。
汛期来临，尤其是近几日持续强降雨期间，
开州乡镇街道和村社干部24小时轮流值
守、巡查。

走到9社一处山坡时，赵达学突然发现
有点不对劲。他定睛一看，不由得一惊，多
日暴雨的冲刷浸泡下，山体已经开始出现
崩口。

“糟了！”赵达学一边给村支部书记彭
友云打电话报告，一边往山坡下的村民家
里跑。他边跑边敲响手中的锣，尖厉的锣
声穿透雨声，霎时在村里回荡。

其实，彭友云也一夜没睡好。持续暴
雨让他的心总是悬着，担心村里的安全。

“9社这边的山要垮下来了。”电话那头
传来赵达学焦急的声音。

“赶紧疏散人！”彭友云一翻身从床上
起来，一边打电话给镇干部和其他村干部，
一边赶紧开车赶向事发地。

大约5分钟后，彭友云赶到现场。他与
赵达学敲着锣，挨家挨户敲门。

“山要垮了，赶紧转移，东西少拿一点，
只要人在就不怕……”两人全身被雨水湿
透，嗓子也喊哑了。

此时，大部分村民还在睡梦中。廖启

安被锣声和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还觉得
奇怪：“这么早，出什么事了？”当听彭友云
说山体滑坡时，他也吓了一跳，赶紧跟着往
外跑。

38岁的村民李连娇刚刚起床，听到锣
声后，刚打开门准备出去看看，迎面就碰上
了急匆匆的赵达学。

“快走，山要垮下来了，再不走来不及
了！”赵达学催促道。李连娇不敢怠慢，叫
上女儿和婆婆，带上必要的东西，赶紧跟着
赵达学出了门。

村干部、镇干部陆续闻讯赶来。一户、
两户、三户……9户村民全部通知到位，干
部们带着23名村民，有的扶老携幼，有的帮
村民搬生活必需品和贵重物品，向安全地
带紧急转移。

7时许，干部和村民们正在转移途中，
这9户民房上方的山体开始滑坡。

随着一阵阵轰鸣，巨大的山体从数十米
高空一涌而下，呼啸着吞没了公路。幸运的
是，滑落的山体停顿在距民房约两米处。

“太危险了，幸亏通知得及时。”村民们
长舒一口气。

干部们的工作还远未结束。滑坡体依
然很不稳定，村里已将山体滑坡的情况上
报到临江镇党委政府和区级相关部门，各
方正紧急研究制定解决方案。

彭友云等村社干部也对惊魂未定的村
民们进行安抚和劝导：“先住在亲戚朋友家
里，暂时先别回去住，太危险，生命比什么
都重要。”

雨一直在下，值守和巡逻也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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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国防汛进入“七下八上”阶段，
防汛形势严峻，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太湖及
淮河流域防汛形势较为紧张，防汛抗洪工作
压力较大。目前，上述地区防汛现状如何？
防汛难点在哪？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应急
指挥专员张家团18日对此进行了回应。

长江中下游汛情和险情总体可控

受近期强降水影响，17日10时三峡水库
入库流量达到50000立方米／秒，“长江
2020年第2号洪水”在长江上游形成。

“长江2020年第2号洪水”，对长江中下
游会造成什么影响？

张家团分析说，从上游来看，截至18日
12时，三峡入库流量维持在61000立方米／
秒，库水位达160．78米，基本达到洪峰流
量。当前三峡水库自身防洪库容还有125亿
立方米，如果继续来大的洪水，通过三峡和
上游40多座大型水库群的联合调度，科学拦
洪错峰，上游洪水基本可控。

其次，从中下游来看，受近日上游和区
间来水影响，18日上午长江汉口以上干流和
洞庭湖水位在缓涨；中间九江江段以下，以
及鄱阳湖水位在缓慢下降；下游安徽段水位
在缓涨。

据介绍，近期以来，长江中下游干流水
位均在保证水位之下。目前，长江中下游五
省累计发生各类险情2500多处，其中长江干
堤险情108处，均得到有效处置，无重大险情
发生。

“这段时间以来，长江中下游及两湖地
区的汛情和险情总体上处于可控状态。”张
家团说。

张家团表示，目前看，长江中下游及两
湖地区防洪的主要风险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长江中下游和两湖地区水位已经
超警半个月左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
容易出现滑坡、塌陷、管涌等险情，估计中下
游高水位还要维持一段时间。

二是长时间巡堤防守和应急处置，加上
在高温或暴雨的恶劣环境下工作，巡查抢险
人员人困马乏，容易出现麻痹和厌战心理。

太湖及淮河流域防汛形势较为严峻

6月中旬以来，受持续降雨影响，太湖水
位持续上涨，6月28日达到警戒水位，7月17
日达到保证水位，目前超保0．05米左右。
据预测，近期太湖流域降水会趋缓。

张家团分析说，当前，太湖及周边的防
洪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如何克服长时间高水位防守的压
力。目前，太湖及周边水位已超警20多天，
虽然到现在太湖大堤及周边还没有发生大
的险情和灾情，但堤防长时间浸泡，也很容
易出险。

二是如何加大湖区及周边河网排水力
度。由于这一带河网地势比较平缓，内外河
水位差小，加上受长江洪水顶托，排水很慢，
未来太湖及河网地区较长时间内还会处于
超警状态。

受连续降雨影响，这两天淮河也出现了
明显涨水过程。上游干流王家坝水文站17
日晚达到警戒水位，淮河发生今年1号洪
水。18日上午，王家坝水文站已超警0．31
米。

据预报，未来3天，淮河流域部分地区仍
将有大到暴雨。受其影响，淮河上中游干流
维持超警状态，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
洪水。

“虽然目前淮河干流大部分河段水位还
不高，上中下游水库还有较大的防洪库容，
但随着后续降水增多，必须高度重视淮河的
防洪，特别要重视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
灾害和中小型水库的安全，加强城市内涝防
御。”张家团说。

当前重点要做好四方面工作

据介绍，针对当前南方防汛态势，国家
防总和应急管理部连日来多次召开会议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充分认识当
前防汛救灾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强化防汛
救灾各项部署，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

张家团说，当前要重点做好四方面工
作：一是要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牢固树
立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思想；二是要进一
步加强巡堤查险，强化责任落实；三是要加
强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做好险情预警和受威
胁地区人员转移；四是要提前预置抢险救援
人力和物力，随时做好应急处突准备。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入汛以来，
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参加各类抗洪抢险救
援6841起，出动消防指战员7.78万人次、消
防车1.17万辆次、舟艇6355艘次，营救疏散
被困群众11.2万人。

据介绍，应急管理部结合汛情灾情风险
研判，已在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淮河、松
辽流域等7个重点区域19省（区、市）部署37
架直升机，开展堤岸巡护、决口封堵、物料运
输等救援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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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防总要求
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和人员转移避险

长江2020年第2号洪水通过重庆主城 接近警戒水位
重庆开州23名村民脱险记

南方防汛形势如何？防汛难点在哪？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