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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因暴雨导致路面坍塌、道路受阻，一所

学校 45名师生被困野三坡万鑫酒店，一同
被困的还有该酒店15名工作人员。保定市
涞水县消防救援大队6名消防员冒着危险，
经过3个多小时的跋涉，最终将被困人员转
移到安全区域。

（二）
在各级努力下，受灾群众正在得到妥善

安置。
一瓶瓶矿泉水、一袋袋面包送到群众手

里……在廊坊市文安县苏桥镇中学安置点，
受灾群众正在领救援物资。

“一日三餐都有两菜一汤和主食，在饭
后还提供苹果、香蕉、西瓜等水果。”苑口村
村民杨小苓说，在安置点比较安心，最重要
的是家人平安。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住房城
乡建设部成立专门工作组赴涿州市现场指
导，积极协调帮助做好城市排水防涝等工
作；北京排水集团派出4套大型应急抽排机
组、14辆车、63人，支援积水应急抽排工作。

“目前涿州城区主干道路积水基本已消
退，一些地方积水还比较严重，急需抽排。”
北京排水集团副总经理屈辉介绍，目前的总
抽排能力为每小时 1.2万立方米，将优先抽
排医院、变电站等重要公共基础设施和受淹
较重的大型居住小区。

对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各有
关部门、河北全省上下须臾不懈、狠抓落实，
强化救灾安置和生产生活恢复，全力打好防
汛抢险和受灾群众保障攻坚战。

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第一时间针对
河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随后又提
升至三级，迅速派出救灾工作组赶赴洪涝灾
区一线指导开展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选
派工作人员和医疗专家参加工作组。国家
发展改革委先行安排河北 1亿元用于灾后
应急恢复重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安排资
金用于支持受灾群众生活安置和生产生活
恢复。

河北省全力加强灾害救助。省减灾委

连夜派出 9个工作组分赴各市开展救灾工
作，及时下拨救灾资金和物资；灾区卫健部
门组建巡回医疗队为受灾群众提供上门健
康服务，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对灾
区受污染饮用水实施全覆盖式巡查。

一条条道路正全力抢通——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按照“随断随抢、随

抢随通”的原则，对断交路段采取搭设应急
桥梁、开辟临时便道等措施，断交路段24小
时抢通，特殊情况下48小时抢通，确保救灾
人员和物资运输畅通。对非断交水毁路段，
加强巡查，及时清理边坡落石，处置路基塌
方，消除隐患，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河北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养护保通部
部长臧燕勤介绍，截至 8月 4日 16时，已抢
通 1011处、占比 81％。普通国省干线公路
已抢通 90处、占比 70％，农村公路已抢通
916处、占比82％。

一束束信号重新恢复——
8月 3日一早，河北涿州灾区的不少群

众收到一条短信：“涿州的乡亲们，因暴雨致
通信中断……目前可从空中恢复停网区域
的公网通信。请尽快联系家人，耐心等待救
援。祝平安！”

通信畅通是防汛工作的基础与保障。
灾情发生后，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召开重点
地区防汛通信保障工作专题调度会，三大通
信运营商迅速响应驰援涿州。

一盏盏灯渐次点亮——
河北省市县三级电力部门开展24小时

应急值守，全力抢修受损电力设施。国家电
网组织国网天津、冀北、山西等派出运维保
障人员，调配低压应急发电车及小型发电机
支援河北。

托稳百姓“菜篮子”，全省肉、蛋、菜、奶、
果等生活必需品货源渠道畅通，供应充足；
严防次生灾害，加强对塌方、滑坡、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的巡查预警，排查整治大中型水库
风险隐患；强化环境消杀，全省累计派出卫
生防疫队超320支 1000余人……

在保定市易县七峪乡一处塌方现场，
70多名村民搭起 100多米的物资接力“传
送带”，正在运输面包、方便面等。

“救援队伍抢通应急通道后，乡亲们也
积极自救，主动运输物资。”看着逐渐下降的
水位，七峪乡党委书记赵菲菲说，“请总书
记、党中央放心，我们有信心让受灾群众早
日恢复生产生活。”

（三）
目前，本轮降雨过程已经明显缓解，但

防汛仍处在最吃劲的时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

务必高度重视、压实责任，强化监测预报预
警，加强巡查值守，紧盯防汛重点部位，落实
落细各项防汛措施。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河北省委、省政府筑牢底线思维，及时调度、
周密部署、一线督导，相关地市、厅局加强会
商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广大干部群
众万众一心，确保各项措施落细落实。

水利工程是防汛抗洪的重要安全“屏障”。
8月 2日 12时许，位于河北邢台的临城

水库第一溢洪道。随着闸口调整，下泄水流
明显变小，出库流量从每秒100立方米减少
为50立方米。

“此次强降雨以来，临城水库充分发挥
拦洪、滞洪、削峰、错峰作用，及时调整出库
流量为下游减压。”临城水库事务中心副主
任王兴介绍。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传来消息，截至
8月 4日，全省统筹调度32座大中型水库削
峰拦峰；陆续启用小清河分洪区，兰沟洼、东
淀等多处蓄滞洪区，分减洪水18亿立方米。

8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受灾地区
尤其是山区要防范次生灾害，切不可松劲。

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河北各市县
强化实时监测预警，及时发布暴雨、山洪、地
质等灾害预警，科学有力防范应对。

截至8月 4日 7时，张家口、承德、保定、
邯郸、邢台、石家庄、秦皇岛等 7个市 40个
县（市、区）产生山洪灾害预警 10934次，通
过监测预警平台累计向 9.07万名防汛责任
人发送预警短信 38.98万条，县级启动预警
广播2.85万站次。

河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

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期，通过三大运营商
向社会公众发送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短信2.2
亿条。

目前，洪水正在由上中游向下游推进，
如何让洪水安然入海是接下来的重点。

河北省水利厅要求，坚决保障滞洪安
全，特别是加强对隔堤围堰的巡查值守，合
理调控分洪流量，严格控制淹没范围，尽最
大努力减少滞洪损失。

截至目前，海河流域已启用宁晋泊、大
陆泽、小清河分洪区、兰沟洼、东淀、献县泛
区、共渠西、永定河泛区等8个蓄滞洪区。

“启用蓄滞洪区，必须事先做好区内人
员转移工作，应撤尽撤，应撤必撤。”河北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他
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
按照有关规定启用蓄滞洪区前，千方百计做
好蓄滞洪区围堤隔堤、安全区围堤等巡查防
守工作，确保蓄滞洪区及时安全有序运用和
群众生命安全。

基本救灾物资充分保障。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建立救灾物资管理

工作联系协调机制、救灾物资规划采购管理
调拨工作机制和救灾物资信息共用共享机
制，确保洪水灾害发生后物资调拨通畅、救
助保障及时。

在河北涿州职教中心安置点，记者看
到，各地的救灾物资陆续抵达这里，并分发
到约2600名受灾群众手中。

应急抢险队伍随时备战。
涿州市成立了 28支共计 8755 人的应

急抢险队伍，并与驻涿部队等协作，全力做
好救援保障，并且全部配备了冲锋舟和大型
救援设备，安排部队官兵和专业应急抢险队
伍24小时待命值守。

此时此刻，河北仍在全面排查搜救被困
人员，及时转移并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确保
不漏一户一人，抢险救灾还在持续。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扛起责任，党员干部
冲锋在前，一定能够带领广大受灾群众渡过
难关，取得抗洪救灾的最后胜利！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越来越多人主动学习应急救护技能

7 月 31日至 8月 4日，太原市民孙杰一直
在河北保定参与救援工作。孙杰等 20余名司
机组成的“滴滴公益救灾队”共转移北京房山、
河北保定当地的被困群众930人。

“90 后”孙杰原本只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2022 年出于一腔热情参加了“滴滴公益救援
队”。此后，他每周末都会参加水域救援、山地
救援等培训，很快成为一名颇有经验的救援队
骨干。“希望更多人掌握应急救护技能，加入到
我们的队伍中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像孙杰一样主动学
习应急救护技能，期望在关键时刻帮助自己和
他人。

以天津市红十字会为例，今年上半年培训
近 3万人，培训人数每年递增 20％以上。暑假
是应急救护培训的旺季，这个假期报名人数增
长20％以上。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主动报名学习的个
人占到所有培训人员的 30％以上，较往年大有
提高。“这说明人们学习自救技能的意愿在提
升。”天津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负责人于博
介绍说，18岁以上人员可以取得红十字救护员
证，16岁以上人员可以取得心肺复苏证。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持续推进相关技能培
训。2022年，甘肃省各级红十字会开展普及性
应急救护培训 29.97 万人次，培训救护员 5.02
万人次；四川省普及培训 97.6 万人次，培训持
证急救员13万人次。

杭州市推出救护技能公益培训项目，考核
通过的人将获得“电子救护员证”。当地还上
线支付宝小程序“救在身边”，持证救护员可
注册成为“急救侠”，接收附近的求救信息、参与
救助。

天津蓝天救援队多位救援人员反映，掌握了初步应急救助
技能的人在险境中可以做出相对正确的选择，能更好地配合别
人施救，尤其是可以较早判断风险，抓住逃生的时间窗口，降低
伤亡概率。

1％普及率有待提高

近年来，我国急救培训工作进展较快，但与庞大的人口基数
相比，掌握救护技能的人员比例仍然较低。《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2021年披露数据显示，我国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的普及率仅
1％左右，仍处于较低水平。

记者了解到，普及率较低背后是应急技能培训人才匮乏。
记者走访发现，消防、公安特别是医护人员是应急救护培训的
主体力量。然而，通过对东部某省 120急救中心的调研，一些
专家发现，医院人力资源不足，没有余力对公众进行大规模技能
培训。

一位医科大学负责人反映，医学院课程体系中，急救、灾害、
重症医学和医学救援等技能的系统训练相对较少，急救人才队
伍建设已经落后于医学救援事业发展需求。

市场化应急培训潜能也有待释放。一家气象科普展馆建设
方负责人说，气象防灾减灾科普体验场所越来越受到有关部门
重视，得到青少年青睐，但目前规模还不够大，常态化开放、运营
管理有待进一步健全。

近年来，一些地方打造了应急安全产业园区。深圳市应急
安全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杨河生介绍说，部分产业园区的收益
结构中租金及相关收益达九成左右，应急安全产业目前无法实
现良性循环，市场化的应急培训潜能有待进一步释放。

如何实现3％的目标？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提出，鼓励开展群众性
应急救护培训，到2030年将取得急救培训证书的人员比例提高
到 3％及以上。为稳步实现这一目标，专家呼吁进一步加快普
及群众应急救护培训。

多位专家认为，应由相关部门编制科学规范统一的教材，由
国家主管部门审定后，向企业、学校、社区及社会服务行业推广。

同时，应利用好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在更大范围内普及急
救知识。记者了解到，各地消防站、民间救援队等机构、组织已开
始利用抖音等平台推出公益性急救免费课程，受到网民欢迎。

据了解，目前应急知识进校园多为临时性讲座，比较简单、
不够系统。专家呼吁应将应急知识作为大、中、小学的一门课程
固定下来。其中，中小学以提高防灾意识和常识为主，大学阶段
鼓励全员掌握必备的自救互救技能。

企业也可在入职培训中加入应急救护知识。比如，今年 7
月，中建三局一公司为 300余名新入职员工进行了应急救护培
训，经过实操考试后全员获得红十字救护员证。

有基层干部提到，我国气象灾害呈现出一定季节性规律，可
组织基层工作人员结合本地区易出现的灾害进行有针对性的宣
传，更多发挥消防员、家庭签约医生、街道办工作人员、派出所民
警等群体的力量，全方面开展急救知识的培训及宣传。

此外，应加强对市场化应急培训教育、应急培训基地建设的
支持力度，使其成为政府部门、社会公益组织的有力帮手，快速
提高应急培训普及率。 新华社天津8月6日电

众志成城 同舟共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河北防汛抗洪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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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天急救指南”“泥石流来临如何
躲避”……最近，极端天气中自救与互救知
识频上热搜。大家对应急救护技能的关注
度也越来越高。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应急救护培训，
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基础的应急救护技
能，一些地方持证救护员数量年增速达
到20％以上。然而，在庞大的人口基数
面前，懂自救、能自救的人占比仍然较
低，洪水等灾害来袭时人们仍难免不知所
措。如何加快推广应急救护技能？记者进
行了走访。

新华社哈尔滨8月6日电受习近平
总书记委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
院，5日至6日率有关部门在黑龙江指
导支持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
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坚持把确保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充分发
动各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妥善
安置受灾群众，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
亡和洪涝灾害损失。

近期黑龙江等地汛情严峻，部分
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张国清前往
灾情较重的五常市实地察看村屯受灾
和群众转移安置情况，在防汛抗旱前
线指挥部了解汛情灾情，到位于道里
区的哈尔滨水文站察看水势水位，向
基层干部群众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深切牵
挂和亲切慰问。他表示，习近平总书
记十分关心失联人员搜救情况，十分
关心各地受灾群众生活，十分关心各
地救灾和灾后抢修进展，再次强调要
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叮嘱要善始善终
做好防汛救灾、抢修恢复和受灾群众
生活保障。

张国清强调，要针对失联被困人
员所处山区地形特点，加派专业救援
力量，继续全力开展搜救。针对后续
降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要宁可信其
有、信其大，毫不放松做好防范应对。
当前不少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要有

序降低水位，防止持续高水位运行带来风险隐患，也为应对后
续降雨腾出库容。随着支流洪水演进汇集，松花江、嫩江等干
流防洪压力增大，要严阵以待、严防死守，提前向一线预置抢
险物资装备，强化险工险段除险加固，及时处置管涌、溃坝等
重大险情，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对受威胁群众要坚决果
断疏散转移，做到干脆利落、应撤尽撤。要周密细致做好受灾
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基本生活物资供应，满足看病就医等合理
需求。有关部门要统筹调配救灾物资，提前预拨救灾资金，在
气象水文监测研判等方面给予专业指导，有关国资央企应急
抢险力量纳入地方统一调度指挥，积极帮助受灾地区解决实
际困难，抓紧抢修受损通信、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尽快开展
灾后恢复重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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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受台风“杜苏芮”影响，黑
龙江出现极端降雨过程，引发洪涝
和地质灾害，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等
多地受灾，交通、水、电、通信等基础
设施受到不同程度损毁。

黑龙江全力做好洪涝应急抢险
救援，努力安置受灾群众，抓紧修复
受损基础设施，力争将灾害损失降
至最小。

生命“方舟”摆渡希望
拉林河等 25 条河流超警戒水

位，黑龙江连发强对流预警等多个
预警，哈尔滨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
一级……灾情之下，人们在与时间
赛跑。

8月 4日 18时，蚂蚁河延寿水文
站水位 100.32 米，迎有记录以来最
大洪水。当日 22时左右，延寿镇南
堤防出现溃口。洪流已袭进村庄，
需连夜转移受灾群众。

5日，哈尔滨森林消防支队特勤
大队一中队中队长高海龙等一行消
防员前往延寿镇一处村庄，利用橡
皮艇转运受灾群众。

截至目前，高海龙和队友们已
累计转移受灾群众 700余人。“当我
把大爷大娘从村里带出来，他们获
救后，长叹一口气如释重负时，我觉
得再苦再累都值得。”高海龙说。

累了就坐在空地上休息一会
儿，饿了就匆匆扒拉一口盒饭，脚底
早已被泡得发白、破皮……哈尔滨
森林消防支队特勤大队共有 115
名指战员前往延寿镇参与抢险救
援。日夜鏖战、极度疲乏，他们都咬
牙扛下。

“连日来，哈尔滨、牡丹江向五

常、尚志、海林等地受灾地区派出了
20余个工作组和专家组，调度解放
军、武警、消防救援等力量全面开展
抢险救灾。”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防
汛抗旱处处长王伟说，2日以来，全
省共出动各类应急抢险队伍 191
支，人员共计3万余人。

应转尽转妥善安置
各地设立的临时安置点，成为

受 灾 群 众 的“ 避 风 港 ”。 一 杯 热
水、一盒热乎的盒饭、一句暖心的
关切……安置点内，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们用责任心温暖着每一位受灾
群众。

五常市多地出现内涝，当地本
着受灾群众应转尽转的原则，确保
生命安全。五常市雅臣中学被作为
受灾居民临时安置点，4日记者到访
时，有 200 余名村民被集中安置于
此。为容纳更多受灾群众，学校把
教室和学生宿舍都腾了出来。

“五常镇 11个村中有 6个受灾，
我们从 2日就发动村民集中转移到
学校。”五常镇人大副主席姜婷婷
说，有的村民匆忙离开家，来到安置
点情绪紧张，“见到熟悉的村民，现
在大家的情绪好多了。”

延寿县综合性福利中心也是安
置点之一，这里共有床位 117张。5
日中午时分，40余名被安置在这里
的受灾群众正在食堂排队打饭，餐
盘内的包子热气腾腾。“给我们一家
三口安排在一个房间，一日三餐也
有保障。”延寿县居民董燕说。

截至 4日 16时，哈尔滨市五常
市、尚志市、延寿县、双城区等 11个
区县（市）遭受洪涝灾害，共紧急转

移安置人口 53355人。截至 5日 10
时，牡丹江市海林市共转移 2358户
4961人。

抓紧修复受损基础设施
湍急的洪水吞没庄稼、冲垮道

路、损毁通信供电供水设施……面
对重重挑战，黑龙江各部门抓紧修
复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

3日 8时 50分许，哈牡高速牡丹
江至哈尔滨方向 253公里处蚂蚁河
桥头搭板因山洪冲刷脱落，有车辆
坠落。为保证汛期高速公路“大动
脉”畅通，施工人员日夜奋战、全力
抢修，终于在 5日，哈牡高速全线恢
复通车。

“穿好救生衣，出发！”为修复被
洪水冲坏的五常市沙河子镇的通信
基站，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
限公司五常分公司技术人员王明瑞
和同事互相搀扶、艰难前行通过涉
水路段，到达基站抢修水淹的设备。

“经过 4个小时的努力，当手机
信号重新恢复的那一瞬间，我们的喜
悦和成就感溢于言表。”王明瑞说。

与此同时，国家电网黑龙江省
电力有限公司也派出多路人员，对
电网设施进行应急抢修，在狂风暴
雨交织的夜里为群众守护“光明”。

黑龙江是全国产粮第一大省，
在本次汛情中，多地农业受灾严
重。制定《洪涝灾后农业生产抗灾
自救方案》、组织专家连续 5日开展
抗涝应急技术直播，黑龙江省农业
农村厅、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等单
位正助力最大限度减少因灾损失。

新华社哈尔滨8月6日电

紧急驰援战洪水 全力以赴保安全
——黑龙江抗击洪灾扫描

新华社济南8月6日电 记者从
山东省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经初
步统计，截至 6日 16 时，地震共造
成 24 人轻伤（德州 23 人，聊城 1
人），213 处（德州 165 处，聊城 48
处）房屋及墙体受损。目前，平原
县超半数伤者已出院，救援力量
部分现场备勤，部分陆续撤离震
区，震区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
正常。

6日 2时 33 分，山东德州市平
原县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 10
公里，震中位于平原县王打卦镇附
近。地震发生后，山东省启动Ⅲ级
应急响应，组建“省市县现场指挥

部”，成立紧急救援、医疗救助、应急
通信、交通运输、电力保障、治安维
护等 12个工作组。组织专业人员
和各级干部对平原县12个乡镇（街
道）所有村进行了全面排查，同时对
德州市全域进行排查。

据平原县相关负责人介绍，震
中范围 5 公里，共涉及 6 个乡镇，
55 个村庄，26517 人，震中范围内
有多处老旧房屋倒塌。地震对部
分管网造成破坏，全县天然气紧
急停气。

6日 5时许，记者在位于震中附
近的平原县王打卦中心小学看到，
地震未对学校建筑物造成较大损

坏。消防车辆驶入镇中心小学，救
援人员开始在小学操场上搭建帐
篷。发生地震3小时后，平原县人民
政府对面的和谐广场上，正在循环
广播居民应对地震的措施等内容。

记者 6日上午在平原县走访了
解到，平原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务人
员正常接诊，药房、超市等大部分商
铺均正常营业。加油站等设施并未
受到地震影响。

据平原县政府介绍，超半数轻
伤者已出院，仍有 10人住院，医疗
人员正不断优化治疗方案。6日下
午，除留守备勤安排外，应急、消防
等救援力量陆续从震区撤离。

山东德州平原地震：

超半数伤者出院震区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常 金融监管总局：

16 个受灾地区保险
机构已赔付2.64亿元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记者 李延霞）记者6日从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 8月 6日 10时，河北、北京、黑龙江等
16个受灾地区的保险机构收到保险报案 18.91万件，估损金额
62.41亿元。目前已赔付案件5.06万件，赔付金额2.64亿元。

金融监管总局要求金融机构全力提升灾害事故处置效率，
确保应赔尽赔、应赔快赔，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最大限度
优化简化理赔流程和手续，切实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放到第一位落到实处。

据了解，河北、北京、黑龙江等16个受灾地区的保险机构收
到的保险报案中，车险报案 11.62 万件，占全部报案件数的
61％，估损金额 18.78 亿元；企财险报案 7081 件，估损金额
16.22亿元；农业保险报案2.41万件，估损金额20.65亿元。

8月6日，在平原县王打卦镇郭家堂村，一处房屋和燃气
管道因地震受损。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