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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锐）7月25日，水利部
举行会商，分析研判长江、淮河、太湖流域
汛情和西南、华北地区将出现的强降雨过
程，针对当前重点防洪工作进一步作出安
排部署。会商强调，长江中下游干流维持
高水位，淮河干流洪峰通过安徽蚌埠河段，
太湖水位已持续超警28天、超保9天，当前
防汛形势仍然严峻，防汛工作不能有丝毫
放松，要继续扎实做好各项防御工作。水
利部维持水旱灾害防御Ⅱ级应急响应。

会商要求，继续加强长江流域三峡、
丹江口等骨干水库调度，紧盯淮河洪水防
御工作，加强太湖洪水外排工作，进一步
加强堤防巡查防守。同时，要做好西南、
华北地区强降雨防范工作，重点提醒四

川、重庆等地加强雨水情监测，及时发布
预警，做好山洪灾害防御和小水库安全度
汛工作，确保群众生命安全。太行山区山
高坡陡，若出现强降雨，将快速汇流形成
洪水，要提醒相关地区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水利部向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发
出两个通知，分别就做好堤防巡查防守和
强降雨区山洪灾害防御、水库安全度汛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向应急管理部发出汛情
通报，提请做好长江、淮河、太湖等流域堤
防巡查防守和应急抢险工作。水利部总
规划师带队的工作组仍在淮河干流督导
检查，另有2个工作组、专家组在一线协助
指导地方做好防汛工作。

水利部维持水旱灾害防御Ⅱ级应急响应

本报讯（记者 李锐）7月25日，记者从
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灾情形势，应湖南、
江西、安徽请求，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
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4日再次紧急
向湖南调运中央储备防汛物资编织袋200
万个、编织布 152 万平方米、土工布 70 万
平方米；向安徽、江西紧急调拨第三批次
中央救灾物资毛毯、毛巾被和折叠床等
6.5万件。截至7月24日18时，国家防办、
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累计调运 10个批次价值 8659.7万元中央
防汛物资，19.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
方防汛抢险和救灾工作。

当前，随着雨区北抬，海河、黄河、松辽
流域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期。国

家防总要求北方重点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门抓紧完善防御洪水、洪水调度、蓄滞洪区
运用、抢险救援、群众转移等各类预案，全
面排查中小河流、水库、尾矿库、蓄滞洪区、
穿堤建筑物、城市内涝点等重点区域风险
隐患，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措施。

入汛以来，应急管理部部署向重点
地区消防救援总队调拨抢险救援器械装
备，累计向浙江、安徽、江西等 16 个防汛
重点地区消防救援总队调拨冲锋舟、橡
皮艇 200 余艘，救生衣 5900 余件，各类被
装物资 5.58 万件套，各类野战应急食品
51.72 万箱，战勤保障物资 1200 余吨，确
保消防救援队伍有序推进各项抢险救援
救灾任务。

中央防汛物资已累计调运10批次8659.7万元

浙江省天台县街头镇后岸村是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这里有千亩桃园。
今年成熟季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及持续梅雨影响，桃子的采摘和销售面临不少困难。
为此，天台县抽调年轻干部组建远教“‘先锋助农’带货团”。趁着天晴，大家在田间地头
当起了“推销员”，一边直播“带货”，一边推介旅游。连日来，该村78 家农家乐几乎爆
满。图为街头镇党员志愿者一边抢收、搬运水蜜桃，一边进行直播。

许秋阳 本报记者 朱海洋 摄

（上接第一版）江苏要求全省上下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长江“十年禁渔”重要指示精神，突出
工作重点，认真落实到加工、销售、交易、
餐饮、消费等各个环节，加强统筹协调，强
化部门联动，高质量打赢长江禁捕退捕攻
坚战。

“接下来，常州将致力于长江大保护，
为常州段江岸线架设起‘智能生态眼’系
统。”在常州市委常委长江流域禁捕退捕
工作专题研究会上，市委书记齐家滨表
示，要以全覆盖、全天候、全时段、多部门
协同的一体化长江流域禁捕管控调度机
制打造长江禁渔的“常州样板”，严厉打击
长江非法捕捞，坚决斩断“江鲜”地下产业
链，同时探索水产稳定保供新路子，确保
按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泰州市在全省创新成立“护鱼员”队
伍，招收 50名退捕渔民到“护鱼员”岗位。
与公安、海事、商务、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
经常性开展联合检查行动，重点检查高速
快艇电鱼、电毒炸、团伙作案，以及交易、
经营长江野生鱼类等违法行为。今年以
来，泰州市开展执法检查105次，出动执法
车 255辆次，执法船艇 832艘次，参加执法
巡查渔政人员4100多人次，查获非法捕捞
案件 72件，其中行政处罚 62人，罚款 10.3
万元，司法移送案件20起42人次。

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我加压提
前“交作业”，以更严格的标准，按自查整
改、执法检查和总结提升三个阶段制定出
台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方案。专项行
动以来，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系统累计出
动执法人员 8698人次，检查生产、经营主
体数量 17417家次；累计监测网络经营主
体 1206 家，监测网页 25312 个，对监测出
的9条涉及经营长江水生生物线索第一时
间移送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处
理。目前，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完

成自查整改，全面进入执法检查阶段，同
时开展暗访督查，确保长江禁渔工作专项
执法行动取得实效。

扬州市组织食品生产企业开展“长江
禁捕”行动承诺书签订仪式。高邮湖水产
生产企业代表全市食品生产加工业承诺：
保证原料来源可溯，产品去向可追；不参
与、不组织非法捕捞活动；不采购、不加工
非法捕捞渔获物及来源不明水产品；产品
包装、标签标识中不使用“江鲜”“江鱼”

“江刀”“江虾”等任何与禁渔工作相违背
的字样；产品广告中不出现“江鲜”等宣传
内容。

苏州市吴江区“三坚持”做好太湖退捕
渔民建档立卡工作，推进渔民从水上到岸
上“无缝衔接”。坚持“挂图作战”，制订退
捕工作规程，把握政策、规范程序；坚持“按
图索骥”，强化协作分工，确保完成全区104
艘禁捕退捕渔船渔民的建档立卡工作；坚
持“画图入册”，及时配齐专人、专班对95艘
太湖禁捕退捕渔船渔民按时输入农业农村
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退捕渔船管理信息系
统，并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确保渔民信
息准确、材料完整、内容翔实。

泰州市高港区建立了执行会议、值班
包干、巡查、汇报通报、登记统计、监测考
评6项工作机制，全面摸清渔民底数，精准
识别专业渔民身份，做好退捕渔民退捕资
金、进保资金和渔民转产期临时生活补助
资金核实、公示及发放。建立区、镇、村三
级禁捕网络责任体系，成立长江“护鱼员”
队伍，实行 24小时巡查，严厉打击各类非
法捕捞行为，加快推进长江鱼类资源保护
和生态修复。截至目前，已发放退捕资金
2389.19万元。

同时，太湖渔管办召开苏州、无锡、常
州沿湖三市禁捕退捕工作座谈会，太湖的
调查摸底、信息录入、建档立卡工作基本
完成，禁捕退捕工作有序推进。

江苏：行动快 力度大 办法多

关注防汛抢险救灾关注防汛抢险救灾

□□ 本报记者 文洪瑛 李朝民

当前，鄱阳湖和长江洪峰已过、水位缓
退，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前几天，江西省召
开的防汛工作调度会强调，必须坚持“退峰
不退人、水减力不减”，要牢牢扭住巡堤查险
这个关键之关键、要害之要害、重点之重点，
做到险情第一时间发现、报告、处置和化解，
防止小险酿成大灾，确保圩堤安全度汛。

巡堤查险这项工作做得怎样？7 月
25日夜里，记者沿着康山大堤进行探访。

康山大堤位于江西省余干县境内，鄱
阳湖东南岸，全长 36.25 公里，保护着 30
多万亩耕地、水塘和10多万民众，是鄱阳
湖区重点圩堤之一，也被誉为鄱阳湖的

“水上长城”。
自7月以来，受持续强降雨以及长江水

倒灌影响，鄱阳湖水位暴涨，沿岸各水文
站全线超警。康山站于7月11日23时水
位已达22.45米，超警戒线2.98米，防汛压

力极大。
一路走来，记者只见大堤上每隔百米

就有一个沙堆作为防汛备用物资，每隔数
百米就设置一个村民防汛执勤点；大堤沿
线随处可见正在巡堤的干部群众。

“白天没风，很热；夜里，蚊子很多。”
在一个防汛执勤点，在此巡堤执勤的大山
村干部袁武明说，“我们五人一组（含驻村
领导干部）、各负其责、每小时巡堤一次，
手持电筒、扛着铁锹、穿着雨靴，沿着大地
巡查险情。只要发现疑似险情，都要仔细
判断，并及时向乡防汛指挥部报告，还要
做好巡查记录。”

在帐篷内，记者翻阅了7月25日20点
的巡查记录，上面写道：“外坡，无异样；内
坡、坡脚，无塌方；脚坡湿地，无泡泉；堤面，
无异常；险情地段，无变化、无渗水。”每种巡
查情况后面，分别写上了巡查人的姓名。

为何记录这么详细呢？康山乡武装部
部长刘学辉说：“我们乡承担着3.5公里长的

地段巡查工作，全乡120多名干部群众，24小
时坚守在大堤上。每次巡查的情况都要详
细记录下来，目的在于及时发现险情并将处
置后的险情地段与交班人员进行无缝对接，
确保险情地段能够被时刻关注、万无一失。”

“虽然水位退了一点点，但堤坝底部
长时间被高水位浸泡，堤坝外侧容易发生
塌方，也容易发生渗漏、滑坡、泡泉等险
情。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一刻也不能麻
痹，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康山乡党委副
书记、乡长左水亚说。

就在 10多天前，康山大堤康山段发
生的 120 米塌方险情，让左水亚心有余
悸。当时得知大堤出现塌方后，作为负责
人的左水亚立即奔向事发地点，并第一时
间把险情上报指挥部，指挥部立马组织市
县专家到现场查看。当时情况非常危急，
如果不及时处置，后果不堪设想。在各方
紧急调度后，100 多名武警官兵火速支
援。经过 33个小时不间断奋战，塌方险

情才被基本控制。为了保住成果，左水亚
和村民们又连续奋战了 5天 5夜，对塌方
地段进行了加固。

经初步统计，处置这段险情，鹅卵石
用了600多立方米、大块石150多立方米、
蛇皮袋 3万多个。由于塌方地段位置较
为特殊，无法使用机器作业。左水亚带领
干部群众在烈日的炙烤下，将3万多个重
约 25公斤装满鹅卵石的蛇皮袋，一袋一
袋用肩膀扛至险情发生地。

“我是一名有着18年党龄的党员，在
这种危急关头，必须义无反顾地向前冲。
为了守好大堤，我身边很多同志的双臂和
脖子都脱了一层皮。皮掉了，以后还可以
再长，但是大堤只有一座。”左水亚说，“守
住大堤既是责任所系，也是在保卫家园，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夜色已深。记者离开时，只见康山大
堤上的防汛执勤点灯火通明，巡堤人的手
电筒又开始闪现在堤坝上……

康 山 大 堤 夜 巡 记

□□ 本报记者 郭少雅 杨丹丹

7月25日，安徽省白山镇金沈村村干
部徐经宝在巡堤的间歇发了一条朋友圈：

“真的不能再下了。”就在几天前，这位已
经在堤坝上奋战了20多天的年轻人面对
一个突然出现的缺口，奋力跳入水中，用
胸膛贴住渗漏点，为加固大坝争取了宝贵
的时间，护住了金同联圩背后的良田和村
庄里上千户人家。

7 月 21 日，由于巢湖持续高水位倒
灌，导致其重要干流白石天河水位升高，
守护着同春村、九联村、金沈村的金同联
圩长时间被浸泡，圩身开始变得脆弱。“大
概从7月初开始，我们就开始对圩堤进行
24 小时加固和监测，随时随地排查险
情。”徐经宝告诉记者。

下午6时左右，徐经宝正和镇里的巡

防人员在金沈排水站商讨接下来的巡防
重点，突然巡查人员跑来报告，之前安排
重点关注的渗漏点发生险情，洞口突然扩
大。“这是要管涌了。”徐经宝听到消息，拔
腿就往渗漏点冲，一行人匆忙跑到事发地
后发现渗漏点已经从一个小洞口扩大成
直径约为五六十厘米的渗漏洞，用土筑成
的圩堤经不起水流的冲击，随时都有溃堤
的风险。

什么都没想，徐经宝跳进水里，将身
体贴在渗漏口上，减缓着水流的速度。

“这一小段圩坝都经不住水冲了，不
然会整段变稀泥！”白山镇巡防干部贾启
龙指挥着巡防队员，用徐经宝争取来的时
间，紧急将一袋袋泥土扔入水中，在渗漏
洞的外围装码打包。庐江县防汛专家接
到险情消息也紧急赶往现场，指挥村民将
渗漏口附近的圩堤一段一段地拆除重筑，

再在漏口外围填上装石子的蛇皮包，才稳
住险情。在排除险情的两个多小时里，徐
经宝始终站在水里，用身体紧紧护住堵洞
口的土包，直到险情段的圩堤加固完成。

这已经不是徐经宝第一次跳下水去
抢救险情。就在7月15日，受持续降雨影
响，庐江县白石天河流域水位不断上涨，
金沈村守护着200亩良田的“团结圩”出现
渗水情况，需要用木桩将险点围住，再填
进石土进行加固。瓢泼大雨和急速上涨
的水位使得挖掘机的打桩作业困难，徐经
宝和金沈村“两委”其他3位党员干部王春
林、赵世文、鲍海林跳进两米多深的水中，
在水上猛吸一口气，扎到水下，用人力扶
起木桩，挖掘机才得以顺利打桩作业。

“‘圩’是我们水乡人祖祖辈辈修筑起
来防水护田的堤岸，圩圩相连，一段垮了，
相连的圩也会发生破圩、漫圩。”徐经宝告

诉记者，“所以我们必须严防死守，守住圩
堤，就是守住良田，守住乡亲。”

据悉，截至 7 月 26 日 18 时，巢湖中
庙水位已经达到 13.16 米，超保证水位
1.16 米，位于巢湖边上的庐江县各地累
计发生险情 396 处，其中堤防险情 366
处、水库险情 1处，山洪灾害等其他险情
29处。庐江县直部门抽调 300多名党员
干部到圩口开展防汛抗洪，把支部建在

“堤”上，建立 37 个临时党支部，由村党
支部委员、党小组长、党员骨干、“五老”
人员等组成的 268支“红管家”防汛志愿
服务队，1500 余名“红管家”佩戴党徽、
树党旗、亮身份，积极参与到摸排险情、
24 小时值班、查看水位涨势、堤坝蓄洪
承压、圩埂渗漏等工作中，主动担当、敢
打头阵，让党旗始终在防汛抗洪第一线
高高飘扬。

他用胸膛贴住圩堤缺口

地处赣北的江西鄱阳
县昌洲乡四面环水，素有

“岛乡”称号，半月前，洪水
把环绕岛乡的圩堤撕开一
个口子，15 个行政村全部
受淹，全乡 1.4 万余名群
众有序转移。群众放心
离开，离不开留守家园的

“守门人”。平均每个村
有十几名村、乡两级工作
人 员 留 守 ，帮 助 村 民 看
家，拿取重要的物品，查
看退水的情况，还有就是
打扫清理。图为在昌洲
乡马湖村，留守的“守门
人”之一、昌洲乡常务副乡
长高建（右一）与拿到物品
的村民一同乘船离开，返
回安置点。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 本报记者 文洪瑛 李朝民

7 月 10 日到 11 日，江西防汛启动从
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鄱阳湖发生流
域性大洪水，湖区水位长时间超警戒水位
3 米以上，最高超 3.54 米，周边圩堤防洪
压力巨大，圩堤内农田面临分洪泄洪被淹
风险。

在关键时刻，农发行江西分行展开了
一场行动有序、有情有爱有担当的特殊

“救援行动”，迅速参与到抗洪一线应急抢
险、安全救援、值守圩堤、捐赠救灾物资等
工作中，用实际行动守护着美丽家园。

军民一家亲

7月11日上午，余干县康山大堤康山
段发现百米脱坡险情，江西省武警某队官
兵火速驰援，与当地干群一起抢修固堤，
经过 10余小时的全力奋战，脱坡险情得
到有效控制。

得知这一情况后，农发行江西省分行
火速采购一批慰问物资，由省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董仕军带队送往余干县康山大堤
抗洪抢险一线。在农发行值守点，董仕军
查看了应急处置预案和物资储备、查险抢

险进展等情况，叮嘱值守干部员工在做好
自身安全防护的同时，全力以赴参与抢险
救援工作，与抗洪武警官兵和当地群众一
同携手，为打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攻坚战
贡献农发行力量。

48小时走完1亿元应急救
灾贷款审批流程

7月22日，农发行鄱阳县支行根据鄱
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纪要及借款人
书面申请，在开展应急救灾贷款项目调研
后，正式向上级行请示发放应急救灾贷款
事宜。

7月 23日凌晨 2点，鄱阳县支行信贷
业务部办公室还亮着一盏灯，为保证鄱
阳湖投资有限公司 1亿元防汛救灾应急
贷款申请资料能够在第二天顺利通过
省、市分行贷审会审查，支行信贷人员仍
在一一仔细核对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并对本级系统录入程序和内容严格把关。

7 月 23 日上午，经过争分夺秒的奋
战，农发行鄱阳县支行全部完成防汛应急
救灾项目资料整理汇编和CM2006系统
录入工作，并成功发送至上级行进行审核
审查。

7月 23日下午，在全省贷审会上，鄱
阳县支行副行长周建驱车赶往省分行汇
报，贷款成功通过了贷审会。

从贷款申请、调查到通过审查、审批，
整个流程仅用 48小时，用实际行动跑出
了与洪水“抢时间”的农发行速度。

据了解，这笔全省首个防汛应急救灾
贷款1亿元投放后，将用于解决鄱阳县购
买砂石、编织袋等防汛物资及因灾受损水
利设施的应急维护，为助力地方政府抵抗

“洪魔”贡献力量！

守护家园我们不能缺席

7月 7日，农发行都昌县支行一接到
县防汛指挥部抗洪通知，迅速行动，在第
一时间成立了防洪抗洪领导小组，领导小
组设有抢险党员突击队、后勤保障组。

在接到通知的当天，抗洪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到位，立刻赶赴周溪镇枭阳圩堤参
加防洪抢险工作，不间断对圩堤可能出现
管涌等情况进行巡查，发现险情及时报
告，全力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认真履行轮
岗值班责任，每天十余次的堤坝巡查，及
时发现并解决防汛工作存在的问题，坚守

在防汛抗洪一线。
半个多月以来，抢险突击队员发扬艰

苦奋斗、勇于担当的精神，昼夜坚守圩堤，
每间隔半小时或一小时对责任区段的圩
堤用木棍进行泡泉、管涌及浑浊巡查，并
认真做好记录，用行动守护美丽家园。

真正做到“钱等粮”不打白条

6月-7月份，是夏季水稻抽穗扬花和
灌浆成熟期，是影响水稻质量和产量的关
键时期，余干县因连续暴雨天气，农民为
了减少损失，在暴雨间隙，抢收抢烘稻谷。

农发行余干县支行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的汛情极大地影响了水稻的产量和
质量，农民损失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农发
行通过调研，及时了解种植面积、产量、收
购量等实际情况，提前做好企业收购资格
认定、评级授信等工作，科学预测资金需
求，积极筹备资金，投放贷款，支持当地粮
食企业收购粮食，并强调收购贷款要做到
当日发放、当日支付。”

目前，农发行余干县支行全力履行农
业政策性银行职能，在保障粮食收购方
面，真正做到“钱等粮”、不打白条，确保粮
农利益。

一 场 特 殊 的“ 救 援 行 动 ”
——农发行江西省分行抗洪救灾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