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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引 言言

随 着 我 国 全 面 进 入 主 汛 期 ，防 汛 形 势 日 趋 严 峻 。 同 时 ，局 地 旱 情 持 续 ，部 分 地

区 可 能 发 生 旱 涝 急 转 。 各 地 正 全 力 打 好 防 汛 抗 旱 硬 仗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对 防 汛 抗 旱 工 作 作 出 重 要 指 示 ，要 求 全 力 应 对 灾 情 ，做 好 防 汛 抗

旱 抢 险 救 灾 各 项 工 作 ，切 实 保 障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和 社 会 大 局 稳 定 。

“ 宁 可 十 防 九 空 ，不 可 万 一 失 防 ”。 面 对 汛 情 旱 情 ，各 地 始 终 牢 记 嘱 托 ，绷 紧 防

汛 抗 旱 抢 险 救 灾 这 根 弦 。 全 力 应 对 灾 情 ，各 地 有 哪 些 举 措 ？ 受 灾 地 情 况 怎 样 ？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如 何 保 障 ？ 新 华 社 多 路 记 者 在 防 汛 抗 旱 一 线 进 行 探 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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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旱涝严峻形势，各地相关部
门落实落细各项举措，密切关注雨情
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科学
调度水利工程，做好水害防御。持续
加强旱情、墒情、苗情调度，确保夏播
作物种足种满。

——多措并举抗旱保苗。面对
持续发展的旱情，不少地方积极抢抓
降雨机会，用好水利设施，全力以赴
帮助群众抗旱抢种，保障农业生产顺
利进行。

安徽濉溪县鑫荣谷物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张东志今年种了 13.3
公顷玉米，截至 6 月 20 日，播种已经
全部完成。“我们这是高标准农田，播
种需要的水源得到了解决。”对于播
种质量，张东志信心满满，“尽管苗期
较往年晚一些，但苗期过后提前追肥
并加大力度就没问题。”

—— 做 好 受 灾 群 众 的 救 援 安
置。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当前
防汛工作的第一任务，各地精心做好
受灾群众的紧急救援、转移安置、生
活保障、医疗救治、情绪安抚等工作。

在 江 西 省 吉 安 县 万 福 镇 麻 陂
村，村民张招仔说，洪水冲走了一些
生活物资，现在既要清理家中的淤
泥，还要为农作物清淤，“根本忙不
过来，还好有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搭
把手”。吉安县“吉先锋”志愿者为
一些困难群众送去了生活物资，帮
助村民打扫卫生，同时对村庄公共

环境进行消毒杀菌。
——加快灾后重建。受灾地区

要加快抢通道路、恢复通信、修复被
洪水冲毁的农业基础设施，加快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 0.27 万公
顷稻田不同程度被淹。趁着天气转
好，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迅速组织开展
灾后水稻病虫害防控工作。

“早稻处于抽穗扬花期，再生稻
处在孕穗期，容易被病害入侵。”建阳
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温良英说，建
阳区启动灾后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在全区开
展灾后水稻病虫害防控，力争将受灾
损失降到最低。

中国气象局于 6 月 23 日升级启
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
应。预计长江中下游地区将处于降
雨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
致灾风险高。

严防旱涝急转，防范短时强降雨
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成为多
地防汛抗旱的重点工作。安徽省防汛
部门负责同志表示，当前安徽正值梅
雨季，主雨带南北摆动，还需严阵以待
做好旱涝急转防御和各项应急准备工
作，引导群众大旱过后防大涝。

（新华社记者水金辰、赵久龙、王瑞
平、陆浩、熊嘉艺、王阳、周勉、余春生、
马意翀、张华迎、柴婷、李欢、赵鸿宇、周
楠、陈嫱、张东阳、姚子云、郭杰文）

—
—

防
汛
抗
旱
救
灾
一
线
探
访

全
力
应
对
灾
情

保
障
群
众
正
常
生
产
生
活

■ 北 岸

与往年相比，今年珠江流域的洪水发
生早、频次高、量级大，入汛以来有 221 条
河流 289 个站点出现水位超警；6 月 9 日以
来，福建省有 6 个市 25 个县 31 条河流 41 个
站发生超警洪水 89 站次；山东、河南等地
受高温干旱影响较大，对播种、保苗等工作
带来实际困难……

近期，南方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广东、
福建等地发生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北方部分地区旱情发展迅
速，南涝北旱特征明显。习近平总书记对防
汛抗旱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应对
灾情，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
稳定。防汛抗旱检验防灾救灾体系和应急
管理能力，也考验为民情怀和责任担当。
全力应对灾情，必须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放在第一位，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灾情就是命令。当前，各地各部门干
部群众都在积极行动，扎实做好防汛抗旱、
抢险救灾的各项工作。水利部逐河流、逐
关键站点滚动开展洪水预报；农业农村部
派出工作组、科技小分队，赴相关省份指导
落实抗旱播种措施；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
调派潮州、揭阳等多个支队，协同森林消防
广东机动队伍前往梅州增援；湖南已出动
专业队伍、社会救援力量和群众性巡堤查
险队伍 9072 支 43.7 万人……闻“灾”而动，
向“险”而行。切实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协
调，做到预防到位、预警到位、救助到位，就
能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社会大局稳定。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防灾救灾减灾，
一定要做足万全准备，打好应对各类灾害
的主动仗。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和地方，进
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加强灾情监
测预警，排查风险隐患，备足装备物资，完
善工作预案。以湖南为例，截至 6 月 18 日
上午 8 时，已经修订完善了各类调度预案、
转移预案、抢险预案 2.3万余件。各地各部
门应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扣“防
灾链”、筑牢“安全堤”，提前提早部署、提档
应对，真正做到让群众放心安心。

防灾救灾减灾，始终不变的是要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广东梅州发生大暴
雨后，当地千方百计搜救失联被困群众，妥
善安置受灾群众，帮助受困群众脱险，并及
时投放救灾物资、实施医疗救助。很多地
方同样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了重要位置，
有的地方尽早把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区，组
织干部入户摸排，力争不落一户、不漏一
人。生命重于泰山，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面对各种自然灾害，只有真正把群众放在
第一位，各项举措和方案围绕群众的所思
所想、所急所盼，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
事，方能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
重责大任。

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
日趋严峻，救灾责任重之又重。越是在这
个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越应绷紧救灾减
灾这根弦，做到慎终如始、善作善成，坚持
不懈把救灾各项工作抓好抓实。相信广大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
心，落实落细各项防灾举措，就一定能打赢
防汛抗旱抢险救灾这场硬仗。

（据人民网）

全力以赴打赢
防汛抗旱这场硬仗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梅州多
地遭遇罕见洪涝灾害。记者在梅州走
访，当地洪水已逐步退去，各方救援人
员正在排查处置风险隐患，展开环境
消杀，抢通水、电、道路，清淤除障。

在平远县仁居镇一处安置点，70
余名被转移人员被临时安置于此。
村民韦华介绍，她带着两个女儿暂住
安置点已有 6 天，早中晚三餐都由酒
店提供，还有矿泉水、面包、方便面等
物资。

贵州 6 月 22 日多地遭遇暴雨袭
击，道路被淹，群众被困，当地多方救
援力量紧急转移洪水围困群众，保障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日，贵州省防
汛抗旱指挥部将省级防汛Ⅳ级应急
响应提升至Ⅲ级。

在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城区出
现内涝险情，消防员沿着被淹区域利
用皮划艇和梯子搭建救援桥实施营
救；普定县低洼地段人员被困、车辆
被淹，公路、房屋、农作物等不同程度
受灾，救援人员涉水深入村寨、内涝

严重路段，采取背负的方式将受困群
众疏散到安全地带。

6 月 16 日以来，湖南出现持续性
暴雨大暴雨天气，沅陵县五强溪镇、桃
源县夷望溪镇等地的短时降雨量创下
当地有相关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6 月 22 日中午，记者抵达受灾较
重的五强溪镇，只见山洪过后，村道上
堆积了不少淤泥和杂物。在蒋家溪村
一处救灾现场，来自隔壁官庄镇的镇
政府干部周德清正在指挥铲车清除路
面淤积物。周德清告诉记者，由于道
路出现中断，五强溪镇救援力量难以
到达蒋家溪村，官庄镇紧急派出 2 台
挖机、2台铲车，组织人员赶来救援。

6 月 22 日下午，记者在桃源县佘
家坪镇前山桥村看到，全村共有 12处
道路出现小型滑坡和塌方，村里的罗
汉果、油茶、黄精等农作物受灾比较
严重。前山桥村党总支书记燕品优
介绍，在党员带领下，多位村民投入
抗灾抢险中，清理塌方滑坡体，开展
生产自救。

来自国家防总等部门的消息显
示，眼下华北、黄淮旱情有所缓解，旱
情主要集中在河北、山东等地。

针对持续高温，河北省邱县紧急
调度区域内 60台卷盘式喷灌机，利用
机井取水，对缺水地块进行浇灌。“这
个机器出水很快。”邱县北大街村村
民王自芳说，看着自家 1 公顷农田基
本浇透，心里感觉踏实了。

记者了解到，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会同供电公司建立农电联动机制，全
天 24 小时监控机井、线路等运行状
态，部署应急发电车，确保不因停电
或设备故障影响灌溉。对夏种墒情
不足的地区，会同水利部门做好应急
引水、调水、提水、送水等工作，并利
用大功率水泵、移动浇灌设备等抗旱
物资储备，增加抗旱水源，提高出苗
质量。

记者在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马
扎子引黄灌区看到，源源不断的黄河
水在这里过堤进田。“马扎子引黄闸
前不久刚完成升级改造，这次抗旱正
好派上用场了。”高青县水利局农业
节水灌溉服务中心主任马继泉说。

6 月 21 日的降雨，使山东省菏泽
市 郓 城 县 当 地 旱 情 有 一 定 程 度 缓
解。郓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
朱以发说，对于尚未播种的地块，仍
需采取喷灌、滴灌等措施，改善土壤
墒情，才能确保出苗整齐。

目前，山东各级已累计投入抗旱
资金 4.14 亿元，启用机电井 23.95 万

眼、泵站 2856 处、机动抗旱设备 50.43
万套、机动运水车辆 7500 辆，全力保
障城乡供水和夏种用水需求。

华北、黄淮旱情有所缓解。
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华岳村，

夏播的玉米已经抽出了新叶。“我今
年种了有 5.33 公顷玉米，浇了 2.67 公
顷，再有一两天就能全部浇完。我们
这边用上了大禹渡灌区的黄河水，玉
米才没有受影响。”华岳村村民党百
成说。

在大禹渡灌区的数字孪生指挥
调度室，整个灌区的用水收费、电子
计量、闸口流量等情况便一一呈现在
了大屏幕上。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
使大禹渡灌区实现对干渠节制闸的
精准调控。

6 月 22 日 10 时，河南省防指决定
解除抗旱四级应急响应。过去一周
河南省出现两轮明显降雨天气，全省
大部旱情缓解。

河 南 省 唐 河 县 是 全 国 产 粮 大
县。面对持续旱情，全县组织开展造
墒播种和抗旱保苗，成立 6 个专项指
导组、75 名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
推广应用微喷灌、滴灌、水肥一体化
等技术，目前，已圆满完成 16.7 万公
顷秋作物播种任务。

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
截至 6 月 22 日，河南省累计夏播面积
592.7 万公顷，占预计面积的 98.7％。
今年河南省秋粮播种面积继续稳定
在 506.7万公顷以上。

齐心协力保安全

看洪区

▶▶

引水保苗保民生

看旱区

▶▶

落实落细举措

应对旱涝严峻形势

▶▶

6 月 22 日 ，在 安 徽 省
黄 山 市 歙 县 绍 濂 乡 小 溪
村，武警官兵架设的临时
桥梁贯通，村民通过桥梁
出行（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

6 月 22 日 ，在 贵
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白
泥镇一小区，消防员
转移居民。
新华社发 贺春雨摄

6 月 24 日，在湖南省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
路附近，救援车辆在救援
涉水熄火的车辆。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在广西桂林市上海
路，市民排队等待乘坐
冲锋舟转移（无人机照
片）。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 新华社记者 姜刚 白 斌 胡 锐

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入汛
以来，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接连迎来强
降雨……

屯溪区是黄山市中心城区，地处横
江、率水、新安江三江交汇处。

6 月 22 日 晚 ，黄 山 市 全 境 启 动 山
洪灾害气象红色预警；6 月 24 日 18 时，
安徽省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和地质
灾害预警信息，屯溪区启动两项红色
预警……

“6天里，下了 4场暴雨，其中 1场大
暴雨，1 场特大暴雨。”在屯溪区水旱灾
害防御调度中心，区气象局局长周国宏
说，屯溪国家基准气候站 24 小时累计
降雨量 308.3 毫米，为建站以来最大值，
实属历史罕见。

强度大、来势猛、损失大，是此次
“6·20”洪涝灾害的突出特点。屯溪区
副区长程宏书说，除了部分道路积水严

重、发生地质灾害塌方 40 处外，截至 6
月 24 日上午，受灾人口 30971 人，农作
物受灾面积 1655公顷。

然而，根据 24 日预测：“未来三天，
屯溪区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
雨，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困难和挑战面前，考验的是责任和
担当。

6 月 25 日上午，在屯光镇，山体崩
塌带来的黄土和倒伏的树木，把一条公
路阻断。

46岁的汪惠平驾驶挖掘机，正在紧
张地进行清理作业。他是黄山人，家乡
遭遇的洪涝灾害让他痛心，“我早上 7
点就到这边，抓紧时间干活，想早点把
路打通。”

同样在现场的还有屯光镇人大主
席吴丹。穿着胶鞋的他刚处理完一个
村庄的山洪险情，就立马赶来塌方现场
指挥。“这次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各种次
生灾害不断，我们镇村两级干部全员在

岗，24 小时轮流值班，有情况必须能及
时顶上。”吴丹说。

处置山体滑坡，层层摆放沙袋，及
时组织排水……在接连“红警”下的屯
溪区，不时可见抢险救灾的身影。

在昱东街道水心亭社区安东粮库
宿舍小区，几名工作人员正操作两台液
压排水机器人排水。

“这几天，我们几乎都是马不停蹄，
处理完一个问题，接着处理下一个问
题。这里有积水，我们协调组织了排水
装备，就是要尽快把小区里的积水排出
去，方便居民的生活。”水心亭社区党委
书记殷莺的声音略带沙哑。

截至目前，屯溪城区 54 处道路积
水完成排水，修复水损电梯 365 台，8 个
受灾居民小区二次供水均恢复正常。

争分夺秒，应转尽转，确保群众生
命安全。

根据防汛要求，屯溪区紧盯八大重
点区域（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

患点、沿河低洼地带、高坡脚房屋、危旧
房屋、水库溢洪道下游、涉山涉水旅游
景区景点、城乡内涝点），全面排查风险
隐患，加强 24 小时值班值守，累计转移
群众超过 2500 人，实现应转尽转、不落
一人。

傍晚 5 点多，在屯光镇一处集中安
置点，从四面八方转移而来的居民们吃
上了热气腾腾的饭菜。

“你看，这里的住宿条件不错，伙食
荤素搭配。”80 岁的居民冯尚鹏说，“没
见过这么大的水，多亏了干部们的帮
助，当时我是坐着皮筏艇来的，安置在
这里，安心多了。”

“越是关键期，越要绷紧弦。”程宏
书说，下一步，将突出防范重点，坚持预
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以“万全准备”
应对“万一可能”，确保万无一失。

指挥完塌方现场处置后，吴丹还要
去查看一处房屋开裂情况。他的身后，
雨还在下……

“ 红 警 中 心 ”他 们 在 坚 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