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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中
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了“2020年
夏季洪涝灾害公共卫生风险评估
报告”，其中分析，目前我国疫情防
控进入常态化模式，各地因洪涝灾
害导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可能
性低。

经了解，今年夏季洪涝灾害
中，多数受灾严重省份灾后居民集
中安置时间较短，目前无大型集中
安置点，且学校陆续进入暑假，灾
后集中安置人口较少，灾区人群聚
集机会降低，故灾区发生呼吸道传
染病暴发疫情的可能性较低，大部
分地区灾后卫生防疫工作重点已
转向社区和乡镇原有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的逐步恢复。灾区灾后饮

用水供给和食物供给模式已逐步
恢复到灾前模式，受灾害严重省份
6月份未出现灾害相关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报告，故当前灾区因饮用水
和食物不安全导致的肠道传染病
发生风险较灾前未发生显著变化。

中国疾控中心建议各级疾控
机构提前开发制定不同情景下灾
害卫生应急工作要求，如灾后集中
安置点设置的卫生学要求、现场灾
后卫生防疫工作防护要求，以及灾
区出现新冠肺炎病例的应急处置
指南等。同时，要积极开展灾害卫
生应急准备工作，包括适时开展灾
害公共卫生专题风险评估、做好应
急物资储备尤其是个人防护装备
的准备等。

本报北京7月15日讯 记者杨学聪从北京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7
月14日24时，北京已连续9天无新增确诊病例报
告。目前北京中风险地区降至4个，为丰台区花
乡（地区）乡、卢沟桥街道、马家堡街道、新村街
道。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提醒，北京正
处于复工复产复市的重要阶段，单位是个人与社
会联系最主要的渠道之一，落实单位主体责任是
传染病防控的重中之重。

据通报，自6月11日以来，北京共报告涉及
单位的聚集性疫情14起，确诊病例57例，占新发
地聚集性疫情病例数的17%。

庞星火提醒，各单位既要做复工复产的管理
者，也要做职工健康的守护者、保障者、促进者。
各单位要继续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认真落实防
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职工健康监测和报告制度，
坚持做好员工健康管理，有效控制工作场所、集体
宿舍内人员密度；开展健康知识宣传，提供必要的
洗手设施和防疫用品，督促员工做好个人防护；发
现异常情况或疫情风险应及时报告。

她表示，保持环境清洁是防控传染病的重要
措施。工作场所优选开窗通风，有条件的可以开
启排风扇等抽气装置以加强室内空气流动；使用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时，要严格按照防控指引要求，
提高新风率，并保持一定的空气流动和自然通
风。同时，要加强环境保洁，落实预防性消毒措
施。各单位要动员职工积极清理卫生死角，做好
垃圾分类管理。对员工接触较多的桌面、台面、门
把手等公用物品，电梯、厕所、开水间、宿舍、食堂
等重点区域进行预防性消毒，视人流情况增加消
毒频次，必要时对地面、墙壁等进行预防性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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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报告：

洪涝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可能性低

本报北京7月 15日讯 记者曾诗
阳 吉蕾蕾报道：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
持续与水利、气象等部门联合会商，进一
步分析研判雨水汛情，安排部署当前防汛
抗洪工作。要求各地防指加强监测预警，
做好超警河段堤防、超汛限水库、山洪地
质灾害危险区等重点区域巡查防守，统筹
力量物资调配，坚持科学抢险、安全救援，

备足各类防汛抢险物料，全力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15日16时，长江中下游干流监利
至大通江段及洞庭湖、鄱阳湖水位仍超
警0.09米至2.59米，太湖平均水位4.50
米，超警0.70米，周边有43站水位超警
0.01米至0.81米；云南金沙江石鼓段，
四川雅砻江支流达曲河等103条河流仍

超警0.01米至3.20米；重庆濑溪河，湖
北富水、长湖，安徽水阳江等26条河流
仍超保 0.01 米至 0.88 米。预计未来 3
天，长江上游、汉江上游有一次洪水过
程，长江中游干流及洞庭湖水位缓退后
复涨，下游及鄱阳湖水位维持缓退态
势；太湖水位将上涨，可能超过保证水
位；淮河上游干流水位接近警戒并可能

超警；湖北、安徽、江苏沿江河（湖）
仍维持高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
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入汛以来，应急管理部商财政部已累
计下拨中央补助资金17.55亿元，会同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已累计调拨中央救
灾物资9.3万件，用于支持受灾地区抗洪
抢险救灾工作。

入汛以来已累计下拨中央补助资金17.55亿元

长江中游干流及洞庭湖仍面临洪水过程

目前，湖北省防汛进入最吃紧最关键
时刻：长江洪峰刚过，但“上压下顶”的态
势没变，江河湖库仍将在超警超保水位运
行。预计7月17日开始，湖北省降雨自
鄂西开始发展，强度增强，鄂西南、鄂西
北、江汉平原西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
雨，湖北防汛压力将会更大。

7月15日上午，记者来到长江汉江
两江交汇的汉口龙王庙险段。“早上8时，
长江武汉站水位 28.47 米，超警戒 1.17
米。”江汉区河道堤防管理所工作人员杭
建权介绍，1998年以后，龙王庙险段实施
了多次综合整治工程，2016年龙王庙高
开闸还设置了29.1米的拼装式防洪墙。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时长江汉口站水位虽
然仍比外面的马路高近20厘米，但从钢
闸门的缝隙里，看不到一点儿渗水。

在武金堤，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
院教授张建华正在巡堤。“你看，被水浸泡
的树木露出水印，说明水位在降。”58岁
的张建华一辈子从事水利工作，他现场

“教学”：现在水位下降，并不意味着水退
了。巡堤不仅要观察堤身，也要关注堤脚
30米、甚至50米开外有无异常情况。

不一会儿，无人机升起，2小时内，重
点巡航了武金堤东岳庙段、杨泗矶段以及
部分人员难以到达的段位。无人机最低
离水面1.5米，可重点查看水面是否有旋
涡，堤岸有无管涌、散浸等。“洪峰虽然过
境，但水位仍在高位运行，大堤长时间被
水浸泡，我们更需要运用科技手段迅速研
判险情。”洪山区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主
任周晶表示，“人机配合”，力保安澜。

不只是武汉，面对当前汛情，湖北全
省都紧急动员起来。各级防指领导进驻
防办坐镇指挥调度，对2636公里超设防
以上江河湖堤分段分片包保严守。省防

指成员单位向防汛一线派出17个工作
组，现场督导，确保防汛责任落实；加强重
点风险区域应对，长湖、富水等准备分洪
区域群众均已转移；全力组织抢险救灾，
调用驻鄂解放军及消防救援力量1.2万
人次，出动装备器材2000余台套，营救群
众近8000人，封堵决口4处。

为应对严重汛情和灾情，黄冈于7月
13日将防汛应急响应全面升至二级，并按
一级响应标准运行，实行战时机制。目前，
沿江6县市千余名干部及146名工程技术
人员、1万余名群众驻守长江干支堤，设立

哨棚386处，24小时巡堤查险。同时，黄冈
市市区92个服务企业专班，下沉园区、企
业，帮助企业防汛救灾，恢复生产。截至7
月15日，该市已投入防汛抢险人员超过
41万人次、大型机械设备1.1万多台（班），
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超过18万人。

湖北被称为“千湖之省”，汛情期间，湖
北省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作用，保卫这些
湖泊的安全。自入梅以来，湖北省第三大湖
泊长湖水位持续上涨，至7月12日10时达
到历史最高水位33.57米。7月14日，引江
济汉工程开闸为长湖撇洪，通过引江济汉

渠将长湖抬桥河洪水排入汉江，减轻长湖
防汛压力。截至7月15日8时，长湖水位已
降至33.43米，较最高水位下降0.14米。

“水位下降，但是这两天仍是高危
期。”荆门市沙洋县水利湖泊局总工程师、
县长湖防汛抗旱分指挥部总技术负责人
黄奇轩介绍，长湖在沙洋县境内的湖面约
占70%。目前主要工作是预防大面积降
水和大风浪，备足应急物资和人员，严防
死守，确保大堤安全。目前，沙洋县长湖
沿岸共有9297人、机械109台参与巡堤
查险、加固子堤等工作。

湖北：

严守长江干堤 安全有序撇洪
本报记者 柳 洁

16.124米，7月13日21时，长江干流
下游最重要的水文站之一——安徽池州
大通站迎来洪峰。目前，洪峰已通过大通
江段，长江干流监利至大通江段及洞庭
湖、鄱阳湖水位呈波动缓退态势。

“长江从大通站以下开始，江面变得
宽阔有利于洪水入海。不过，长江流域防
汛压力并不会减轻，水位将会继续维持高
位，这种状况预计持续到7月下旬，甚至8
月中旬。”水利部水文水资源监测预报中
心副主任刘志雨介绍说。

“接下来，要按照国家防总部署，在紧
盯长江中下游堤防防守的同时，特别关注
上游降雨和来水，统筹考虑三峡水库拦洪
能力、对下游水位影响和相关各方防洪承
受能力，分析研究近期三峡及上游水库群

调度原则。”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
长鄂竟平说。

此前，三峡一直减少出库流量，在拦
蓄洪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多站
点水位已超警戒，防洪形势严峻。在7月
6日将三峡水库出库流量由3.5万立方米
每秒减至3.1万立方米每秒的基础上，水
利部长江委于7月9日开始，连续下发5
道调度令，逐步减小三峡出库流量。至7
月11日 12时，三峡水库下泄流量减至
1.9万立方米每秒。据统计，截至7月12
日晚，三峡水库共拦蓄洪水约30亿立方
米，相当于减少了210多个西湖的下泄水
量，降低城陵矶水位0.2米左右。通过长
江上中游水工程联合调度（包括三峡），降

低城陵矶水位0.8米左右。
可以说，通过连日来的持续调节，三

峡水库有效减小了长江中下游水位上涨
的速度与幅度，强力缓解了长江中下游地
区防洪压力。截至7月11日11时，三峡
水库库水位为150.10米，可用防洪库容
为 195.6 亿立方米，占总防洪库容的
88%。

科学调度水工程，在防御暴雨洪水的
过程中作用显著。近日，水利部批复的
《2020年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
计划》中，正式将乌东德水电站纳入2020
年度长江流域联合调度范围。

根据联合调度运用计划，乌东德水电
站纳入联合调度后，长江流域纳入联合调
度的水工程共计101座（处）。其中，控制

性水库41座，总调节库容884亿立方米，
总防洪库容598亿立方米；蓄滞洪区46
处，总蓄洪容积591亿立方米，排涝泵站
10座，总排涝能力1562立方米每秒；引
调水工程4项，年设计总引调水规模241
亿立方米。

水利部明确，面对当前严峻汛情，要
进一步细化三峡水库调度方案，三峡水库
及上游水库群要按照留足防洪库容和下
游沿线水位不复涨的要求精细调度。水
利部长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
以降低中下游防洪压力为目标，科学分析
研判汛情工情，联合调度水工程发挥出最
大潜力，拦洪错峰、蓄洪滞洪，确保城陵矶
水位不超保证，尽最大努力保障沿线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三峡水库有效减缓长江中下游水位上涨速度与幅度——

科学调度 减洪错峰
本报记者 吉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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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7月15日电 记者
沈则瑾报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应当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先
行启动区可以落地什么样的项
目？近期一市两省经信（工信）部
门相继印发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产业
项目准入标准（试行）》和《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产业
发展指导目录（2020年版）》中，有
了明确回答。

7月 15日，上海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总工程师刘平在产业
发展新闻通气会上说，立足示范
区现有产业基础和禀赋特色，《指

导目录》结合现状、面向未来，针
对示范区约2413平方公里范围，
提出了“五大经济”为主导的产业
发展指导目录，推动三二一产业
融合创新发展。其中，“五大经
济”分别是功能型总部经济、特色
型服务经济、融合型数字经济、前
沿型创新经济和生态型湖区经
济。《准入标准》适用于先行启动
区新引进及盘活存量用地引进的
工业项目、研发总部项目，重点从

“四个维度”推动提升新项目招引
质量：一是产业契合度，二是环境
友好度，三是创新浓度，四是经济
密度。

长三角示范区明确产业发展方向

7月15日，由中铁二十二局集团轨道公司承建的济南轨道交通R2号
线姜家庄停车场联合检修车库主体工程完成，具备联调测试车辆进场条
件，为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孔祥文摄（中经视觉）

本报讯 记者佘颖报道：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联合教育
部、湖北省近日共同启动实施职业
教育赋能提质专项行动，对湖北省
高校未就业毕业生、退役军人、农
民工等各类群体进行大规模免费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提升就业创业
能力，助力湖北省经济社会加快恢
复发展。

截至目前，联络组、教育部已
会同湖北省完成培训需求和院校
承训能力摸底，全省有198所中高
职、本科院校申报参与，年承训能
力148万人次，设立考核站点121
个；举办80场线上视频对接会，促
进校企对接1190余次，参会人数
近5000人次；累计培训湖北省院
校师资2402人。

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

支持湖北实施大规模职业教育培训

受降雨影响，7月15日12时，江苏溧
水石臼湖蛇山闸站水位上涨至12.52米，
超保证水位0.02米，江苏省水利厅升级石
臼湖洪水红色预警；江苏秦淮河东山站水
位上涨至10.50米，超警戒水位1.70米，江
苏省水利厅升级秦淮河洪水橙色预警。截
至15日17时，太湖平均水位已涨至4.51
米，面对严峻防汛形势，江苏各地闻“汛”
而动，积极做好防汛应急救援准备。

从中山码头到南京长江大桥的3公
里长江岸线是南京滨江风光带中的城市
外滩。15日下午，记者在这里发现，通往

风光带的所有闸门紧闭，门口有沙袋“围
栏”，拉起警戒线。在中山码头，积水已经
淹没了底层，由轮渡驾驶员组成的防汛突
击队队员在3个闸口处来回巡视。每个
闸口附近都摆放了防汛专用土、布袋、铁
锹和竹筐等防汛物资。

“南京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对全市
463个雨量监测点、399个水情站点、55
个城区重点监测区域实时监控，自动预
警。”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
人介绍说，除了技防之外，在长江南京段
实施了分段包干巡堤制度，落实网格长、

联勤员责任，确保防汛无死角、无盲区。
苏州望亭镇紧靠北太湖，随着太湖水

位上涨，附近的亲水平台都已淹没。在堤
岸背坡一侧，当地人员正在进行堤防巡
查，检查堤防含水情况。目前，当地防汛
指挥部成立了10支由153人组成的应急
抢险队，同时提前准备了桩木、编织袋、排
涝泵等物资，确保太湖防汛安全。

滆湖是苏南地区第二大湖，截至15
日上午8时，滆湖平均水位4.65米，超警
戒水位0.65米，已连续18天超警戒。常
州武进区嘉泽镇紧邻湖区，镇内的士桥圩

大堤是关键的第一道防线，连日来，当地
村镇干部加强每日巡查，重点检查圩堤背
水面、迎水面及坡顶安全状态。武进区嘉
泽水利站工程师谢斌华介绍，各个村在
19.8公里的土圩每日一巡，目前总体情况
平稳，没有出现险情。

记者从江苏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
上了解到，目前，江苏各地每天有3万多
人巡堤查库，1720 支抢险队伍全面临
战。应急部门增储3000万防汛物资，储
备帐篷装备等物资共计31种，18万余
件。同时，为了减轻太湖流域防洪压力，
将继续加大太湖排水力度，总出湖量
1100立方米每秒。

江苏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截至15日12时，本轮长江大通流量峰值
已平稳过境下游的南京段，大通流量值缓
慢下降。但因天文大潮、新一轮降雨因素
叠加，预计长江下游高水位仍将持续。

江苏：

力保防汛无死角
本报记者 薛海燕 蒋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