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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汛”而动 主动作为 筑牢防线
我省各地全力应对台风“格美”影响

受台风“格美”影响，连日来，我省持续迎来明显降水天气过程，第二松花江、鸭绿江、牡丹江发生2024年首位编号洪

水。全省各地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保持最高戒备状态，枕戈待旦、严防死守，竭尽全力守牢度汛安全底线，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德惠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综合分析当前水
情雨情及气象信息，积极应对外洪内涝风险加大的
压力，举全市之力抓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全市安
全度汛。

启动应急响应，强化指挥调度。7 月 27 日 16
时起，德惠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市级负责同
志全部下沉一线，24 个市直部门对接包保乡镇，
206支抢险队伍已集结完毕，3193名巡堤查险人员
全部上岗到位，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进行实体化
联合办公，精准分析预判水情雨情险情，确保及时
作出科学部署。

强化联动配合，加速群众转移。针对丰满水库
持续放流，对群众进行预防性转移安置。截至目
前，6个重点乡镇已启动集中安置点8处，建立安置
点责任制、人员登记制、防疫消毒制、物资发放制和
24小时轮流值班制等多项制度。食品、饮用水、药
品全部到达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生活得到保障。

坚持应储尽储，加快物资前置。全市本级已储
备防汛物资价值501万元、编织袋35.78万条、塑料
布6.9吨、救生衣1000件，各类发电机组116台，各
型号排涝设备375台套。同时，积极动员各乡镇内
部挖潜，沿江河乡镇已自行储备沙土石料4万立方
米，整合大中型企业抢险设备200台套。

做好应急值守，强化风险管控。严格执行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交通、电力、通讯运行保
障，提前谋划各类极端情况的应对处置措施。加强
应急抢险队伍调度，形成三级抢险救援队伍、行业
抢险队伍、志愿者预备队协同联动格局。同时，对
城区低洼易涝点、地下商场等落实巡查责任，及时
排除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德惠市

举全市之力确保安全度汛

连日来，强降雨造成永吉县
部分乡镇基础设施受损，各乡
镇、各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人力物
力进行维护、抢修，切实保障群
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月 29 日，天空刚放晴。永吉县公路
管理段各包片责任人第一时间带队巡查公
路及基础设施，及时调度机械及养护人员
排查处置险情和安全隐患，对山体边坡、临
水临崖等灾情多发的险要路段派专人巡查
看守。对排查现场能处理的水毁路面及时
填补石料进行临时处理，恢复路面通行，对
不能及时处理的做好警示标志，利用晴好
天气进行及时修复水毁坑槽，保障辖区干
线公路安全畅通。

记者在口前镇双顶子村看到，村干部
正在组织村民对受损道路、河道进行维修、
加固。据了解，口前镇部分村屯路段、河道
受到不同程度损坏。为保障群众出行安
全，口前镇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组
织人员、机械赶赴受损路段，开展修复作
业。目前，各受损路段、河道正在全力抢修
中。

降雨过后，西阳镇立即组织工作人员
对镇域内水毁农田进行核查，并及时针对

受灾情况向村民科普补救措施，
帮助农户减少损失。对镇域内道
路桥梁进行核查，对损毁严重的
道路桥梁设立警示牌及警戒线，
并组织挖掘机等大型机械对已毁

道路桥梁进行临时道路铺设，确保百姓出
行畅通。

双河镇组织工作人员逐村逐户核查农
作物、住房设施、农业设施等损毁情况，采
取“人工+机械”的方式，开展淤泥清理、道
路平整、积水疏通等工作，对主干道和村道
社道、护岸河堤等进行全面修缮，满足基本
通行需求。同时对水毁农田、塌方点、地质
灾害隐患点立即施工抢修，积极进行复工
复产工作。

永吉县

全力抢修受损基础设施

面对强降雨，舒兰市委、市政府为保障粮食生
产安全，积极组织企业、群众等迅速开展自救互
救，以实际行动助力秋粮丰收。

在法特镇杨公村的农田里，工作人员正在进
行排涝作业，随着机具的传动，农田积水被不断排
出。法特镇镇长李文渊介绍，镇里积极协调相关
部门支持将电力直接接到排涝点，申请应急、水利
等部门的排灌机械设备，6月份就已经前置到位，
确保排灌及时稳定，全力保障排涝工作快速有效，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群众财产损失。

在此次强降雨过程中，舒兰市众合农机社会
化服务中心作为重要的防灾减灾社会力量，向吉
林市龙潭区、舒兰市部分乡镇共投入20台自主研
发的助力泵和排涝泵，用于灾后农田排涝工作。

市农业部门会同受灾乡（镇）街加强研判，根
据作物、地形、面积和积水情况，现场分析和研究
最佳排涝方案，科学组织开展农田排涝工作，用最
短时间排出田间积水。自7月24日至今，已排涝
农田200公顷，排出积水100余万立方米。

“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安排部署受损农
田管理工作，组织群众适时进行中耕松土、根外追
肥，增强土壤通透性，及时为农作物补充养分，加
快农作物恢复正常长势，力保秋粮稳产丰收。”舒
兰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说。

舒兰市

扎实开展农田积水排涝

受台风“格美”影响，汪清
县迎来一次大范围的持续性
降水过程。为确保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全县各部门迅速行
动，积极应对强降雨影响。

国网汪清县供电公司迅
速部署，组织由党员为主力的
多支抢修突击队，深入各乡镇
汛情一线，扶杆塔、固基础、清

树障、接断线……全力抢修受
损的电力线路和设备设施，确
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
可靠供电。同时，对线路通
道、周边环境等情况进行全方
位排查，采用“人巡+无人机
巡”精细化联合巡检模式，对
存在的缺陷和安全隐患逐项
进行整改和消除，确保无盲

区、无死角、无遗漏，力争做到
安全隐患“早发现，早解决”。

随着降雨量逐渐增多，春
阳镇通过微信群、短信等多种
渠道，及时向村民传达最新的
天气情况和防汛要求。同时，
安排包村领导、各村基层专
干、包村干部等 24 小时值班，
确保信息畅通，随时掌握汛情

变化。他们深入到各村各户，
对老旧房屋、河道、水库等重
点区域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在物资储备方
面，该镇提前准备充足的防汛
物资，包括卫星电话、沙袋、铁
锹、救生衣、照明设备等，确保
在关键时刻能够拿得出、用得
上。

汪清县
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7月28日，临江市迎来鸭
绿江首次洪峰，水位线335.17
米，超出警戒水位 5.17 米，流
量达 1.28 万立方米每秒。出
现洪水倒灌，市区内涝严重。

洪峰过后，临江市立即调
整工作重心，向受灾严重区域
倾斜干部支援力量。目前已
有部队官兵500余名，公安干
警、消防救援官兵等1461 人，
机关干部3000余名、社会力量
和群众400余名，组建防汛工
作队和志愿服务队92支、划分
党员责任片区131 个、成立临
时党支部 16 个，迅速投入到
供水、供电、通 信 和 交 通 恢
复工作中，全面做好清淤排
涝、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等
工作，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

“我们加班加点清淤，确
保公路早日畅通。”临江市交
运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
王玉超说。

7月29日，随着洪水逐渐
回退，降水量减少，临江市交
通运输局全力以赴修复中断
道路。他们采取多点施工、同
时进行的方式优先处理重要
交通干线和主要道路，确保尽
快恢复畅通。截至目前，国道
G331（临江段）沿线共计清理
塌方落石2500立方米，大栗子
至苇沙河段道路已经恢复交
通。临江至六道沟沿线多处
泥石流、塌方已经清理出半幅
车道，仍在加班加点抢修中。
国道漫临线 S204 共计清理落
石、塌方、泥石流700立方米，
目前仍在作业中。

临江市

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秩序

本轮强降雨，靖宇县引发
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冲刷
冲毁交通路面37处，3859亩农
作物、461亩经济作物受灾。

为做好防汛工作，靖宇县
积极应对，立即启动防汛三级
应急响应。对防汛一线人员
全员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
培训教学，及时巩固提高救
援队伍安全救援意识和能力
水平。组织 26 个村 5 个社区
17 处 山 洪 灾 害 隐 患 风 险 点
附 近 居 民 进 行 防 御 性 转 移
303 户 669 人 ，做 到 应 转 尽
转。

快速响应。险前将镇、村
抢险队伍前置，在应对花园口
镇胜利村二队、靖安村东方加
油站、镇郊村老二参场等处漫
堤紧急险情时，救援力量第一
时间到位，争分夺秒抢抓时
机，化险为夷，成功解救被困
群众50户121人。

抢险救灾。洪峰过后迅
速组织人力开展农田排涝工
作，并对交通受损地点进行疏
通加固，对受损严重，短时无
法修缮地点立即设立警示提
醒标志，严防次生灾害事故发
生。

靖宇县

严防次生灾害事故发生

自 7 月 24 日起，抚松县出
现明显降雨后，全县认真贯彻
各项防御决策部署，压实防汛
减灾责任，紧盯重点部位，聚焦
关键环节，超前准备，科学防控。

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该县
防办按照防汛应急预案要求，
整合优化各方力量，组织35个
单位成立监测预报预警、防洪
调度、技术指导、抢险救援和宣
传报道等 14 个应急处置工作
小组，构建统一指挥、统一调
度、快速决策、专业应对的应急
指挥体系。

压实责任，及时处置突发
事件。各乡镇、各部门相关责
任人全部上岗到位，密切监视
雨情、水情变化，对山洪灾害易
发区、险工险段、危房等重点部
位安排人员死看死守，视情组
织群众安全撤离；各抢险救援
队伍，电力、交通、通信抢修队
伍及全县医疗机构进入临战状
态、随时待命，及时处置突发事
件；交通、应急、住建单位备齐

备足防汛物资、落实排涝设备
和人员准备，时刻做好排涝抢
险准备。

盯紧重点部位，开展隐患
排查。坚持“汛前改、汛中防、
汛后查，边查边改”的原则，将
全县 34 个山洪灾害点、5 个重
要地质灾害点、4处城乡低洼易
涝点、8座小型水库、10条重点
河流以及鹤大线、抚长线等公
路沿线划入重点防治区，组织
各乡镇和有关部门持续开展隐
患排查，发现险情隐患及时处
置。

加强指挥调度和值班值
守。县防办全员 24 小时在岗
值班，全面落实直达基层临灾
预警“叫应”机制，不定期调度
县防指成员单位、14个乡镇、27
个重点山洪灾害村值班值守、
领导带班以及群众转移安置等
情况。

抚松县

压实防汛减灾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