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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避险任重道远

良

耳

贵州是我国最易发生地

质灾害的省份之一。今年入

汛以来，面对种种不利因素

叠加，贵州不断强化监测预

警和防灾避险，摸索出“四个

叫应”措施和“三个紧急撤

离”机制，着力打通防灾避险

“最后一公里”，成功避让了

16 起地质灾害。贵州是如

何将防灾避险“触角”延伸至

最末端的？

贵州将防灾避险“触角”延伸至最末端——

16 起地质灾害是如何成功避让的

贵州作为我国自然灾

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防 灾 减 灾 救 灾 工 作 压 力

大、任务重。近年来，贵州

全方位发力，加强地质灾

害综合防治，全力做好防

灾避险工作，防灾避险能

力持续提升。在能力提升

的同时也要看到，自然灾

害防治是个不容松懈的课

题，需要建立更为高效科

学的防治体系，提高全社

会的防治能力。

首先，要培养专业化

人才，加强防灾减灾救灾

学科建设，不断提升人才

队伍整体实力。同时，要

加大对广大领导干部的培

训，强化灾害风险意识，既

要救灾冲在前，更要防灾

做在前。还要提升公众灾

害风险防范意识，探索完

善 公 众 自 救 互 救 相 关

机制。

其次，要全面提高全

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

防范能力，构建统筹应对各灾种、有效覆盖防灾

减灾救灾各环节、全方位、全过程、多层次的自

然灾害防治体系。同时，要进一步科学合理地开

发利用自然资源，减少人为因素引发自然灾害

的概率。

再次，要更加自觉地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

系，正确处理防灾减灾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关系，不断从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实践中总结

经验，全面提高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同时，

要加强科技支撑体系建设，推进自主创新，提高

防灾减灾救灾的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

化水平。

最后，要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筑牢防

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要强化灾害信息报告

发布制度建设，尤其要加强边远山区、贫困地区

的灾害预警信息传播和接收能力建设，统筹运

用各种手段，确保信息到户到

人，有效解决灾害预警“最后一

公里”问题。

原本泥泞的乡间小路铺上鹅卵石，变成了古

朴的村道；原本破败的房屋经过设计和重修，有的

成为接待游客的民宿，有的成为极富现代气息的

咖啡馆⋯⋯这是广东英德市鱼咀村在乡村振兴建

设中的新变化，也是碧桂园集团帮扶工作从精准

扶贫延伸到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案例。

“接下来，还要在鱼咀村继续深挖旅游资源，

让村里更加繁荣。”面对家乡的改变，鱼咀村党支

部书记廖志其十分欣喜。

在探索乡村振兴的路上，碧桂园集团充分挖

掘英德市特色、古色、红色、绿色资源，推进“星火

计划”主题旅游，带动文化演艺、农家乐等相关产

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目前，碧桂园的帮扶项目

遍布全国 16 省份 57 个县。

充满欧式风情的建筑、惟妙惟肖的涂鸦、集装

箱改造的特色民宿、轮胎乐园⋯⋯一座可容纳近

百人的民宿成为一道独特风景，吸引众多游人前

来。这里是碧桂园集团与陕西铜川市耀州区马咀

村共建的党员活动基地。去年 7 月，碧桂园集团

筹措党建专项资金，按照“企业+村集体+党建+贫

困户”模式，改造村里留存的废弃集装箱，打造特

色民宿；并规定按投入占比分配营收利润，一方面

按照一定比例给村民分红，另一方面按比例直接

注入政企共管账户，作为区内专项发展资金。

碧桂园集团还协调各方资源在马咀村设立清

华大学乡村振兴陕西耀州远程教学站，村里的集

装箱特色民宿成了各路来客参观学习、旅游休闲

的生态“酒店”，在增加村集体收入的同时，也解决

了一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

兴建蔬菜大棚、发展休闲农业⋯⋯村集体经

济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的跨越——曾

是贫困村的安徽省舒城县青墩村，如今正成为大

别山东麓乡村振兴的新亮点。今年 4 月，安徽新

华学院与青墩村合作建设全国首个大学生“大思

政”育人基地，在乡村治理、文化振兴、经济建设中

注入高校力量。

青墩村是碧桂园集团结对帮扶的贫困村之

一。“我们正在积极打造青墩村乡村振兴示范基

地，实现农产品生产、农业科技推广、旅游观光、青

少年劳动教育一体化。”碧桂园安徽区域党总支副

书记、碧桂园舒城县帮扶工作队队长黎超新告诉

记者。

核桃是陕西安康市宁陕县乡村的重要农产

品，但长期销售不畅，导致核桃种植户积极性不

高，质量难以保证。为激活核桃产业，带动更多农

户致富，碧桂园集团设立 200 万元的党建专项基

金，通过“党支部+当地行业协会+合作社+贫困

户”模式，探索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从生产、加工、

销售等环节开展全产业链帮扶。

碧桂园帮扶项目部还配合当地政府，组织陕

西烨林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宁陕县 11

个核桃合作社成立核桃协会，从源头提升核桃原

料质量；捐赠核桃仁加工生产线、组建核桃仁无尘

车间，利用碧桂园优势产业资源生产出琥珀核桃

仁、核桃油等多种产品，打造宁陕核桃品牌，目前

助 力 销 售 的 核 桃 收 入 250 多 万 元 ，帮 扶 2000 户

农户。

叶树仁曾是湖南平江县加义镇泊头村贫困

户，去年底，他以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成了

村 里 的 乡 村 振 兴 带 头 人 。 5 年 前 ，他 因 为 家 庭

贫困被安排到当地由碧桂园建立的苗木基地打

工 ，后 来 成 为 苗 木 培 育 示 范 户 ，开 启 了 崭 新

人生。

碧桂园在园林绿化上具有突出优势和大量需

求，结合这一业务特点，他们在湖南平江、江西兴

国等地建立苗木种植产业，采取“公司+合作社+

农户”模式帮助企业引进资金、苗木、技术，并助力

销售。

如今的泊头村，酱干厂、杉木林基地等产业项

目频频开花结果。“村里还将发展森林康养度假

区、生态油茶种植区等，让村民们享受更美丽的生

态环境，过上更好的生活。”叶树仁告诉记者。

实现乡村振兴，要帮助乡村建立产业发展长

效机制，这离不开市场资源的导入。今年，碧桂园

投入 120 万元在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建设千亩机械

化种植土豆示范田；在江西兴国、广西田东等县建

设的 10 个苗木农场已实现产值超 1.6 亿元⋯⋯以

地域特色产业发展为牵引的乡村振兴长效机制，

正在一些地区逐渐成型。

“我和企业会继续参与乡村振兴，全力把工作

做好。”碧桂园集团董事会主席杨国强说。

乡 村 振 兴 的 碧 桂 园 实 践
本报记者 张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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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平均降雨量较往年偏多，地质环境条

件先天不足，大量村寨依山而建、安全风险突

出⋯⋯面对种种不利因素，今年入汛以来，贵

州省多部门建立联动机制，通力合作，全力防

范，不断强化监测预警和防灾避险工作，着力

打通防灾避险“最后一公里”，成功避让 16 起

地质灾害，避免 1608 人伤亡，因灾死亡人员同

比减少 37 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 1 亿余元，切

实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探索破题机制

贵州“先天不足”，77%的面积为地质灾害

易发区，是全国地质灾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

一；且山地多，占总面积的 92.5%，有 125.8 万

个山头，大量村寨依山而建，很多群众生活在

斜坡地带，地质灾害风险突出。截至 2020 年

底，贵州共发现地质灾害风险隐患 28770 处。

今 年 上 半 年 ， 贵 州 平 均 降 雨 量 615.5 毫

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5.6%；江河来水量 479.7

亿立方米，较常年平均来水量偏多 2%；入汛

以来，平均降雨量 433.8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

多 10.6%；主要江河中有 4 条河流 6 站次发生超

警戒水位洪水。

汛 期 不 利 因 素 叠 加 ， 该 如 何 有 效 应 对 ？

“我们不断强化监测预警和防灾避险，确保一

旦发生地质灾害后，能够第一时间转移、撤离

群众，帮助群众脱离险境。”贵州省应急管理

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实践中，摸索出“四个叫

应”措施，即大雨调度叫应到市州、暴雨调度

叫应到县 （市）、大暴雨调度叫应到乡镇、特

大暴雨调度叫应到村组；“三个紧急撤离”机

制，即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紧急撤离、隐患点

发生异常险情时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

准确判断时紧急撤离，确保防灾避险工作重心

下沉、靠前指挥，着力打通防灾避险“最后一

公里”。

实践证明，正是“四个叫应”措施和“三

个紧急撤离”机制的有效实施，让贵州今年入

汛以来成功避让 16 起地质灾害。黔南州三都县

三合街道拉揽村高寨组避险成功的事例就是这

个机制的一个成功实践。

6 月 19 日至 20 日，三都县普降暴雨到大暴

雨 ， 最 大 降 雨 量 达 226.1 毫 米 。 6 月 19 日 16

时，贵州省应急管理厅要求三都县应急管理局

调度各乡镇 （街道） 和有关部门做好防范。16

时 5 分，三都县应急管理局迅速同各乡镇 （街

道） 以及县自然资源局、水务局、气象局调度

会商，部署各项防范工作。19 时 40 分，接到

气象部门发布的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后，三都县

应急管理局应急值守人员何水兵第一时间通过

电话督促各镇 （街道） 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做

好地质灾害排查工作。

6 月 20 日 1 时，黔南州应急管理局、三都县

应急管理局再次调度会商，要求三合街道对雨

量较大、存在安全隐患的地区采取应对措施。

三合街道随即将预警信息和相关要求迅速传递

给拉揽村高寨组村干部李定福。收到信息后，

李定福马上冒雨开展排查工作。听到后山有异

常响动后，他根据经验意识到这是滑坡前兆，立

即挨家挨户敲门大喊，组织群众撤离。很快，

398 人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4 时 30 分许，几

声巨大声响后，拉揽村高寨组发生山体滑坡。

由于预警及时、转移迅速，无一人伤亡。

强化综合治理

事实证明，强化综合治理、不断增强群众

防灾减灾意识、充分发挥基层群众前沿哨卡作

用，对防灾避险意义重大。

今年 44 岁的万政英是黔东南州剑河县仰阿

莎街道思源社区居民。她回忆起 5 月 30 日的经

历时，仍心有余悸：那天下午，她去山上采蘑

菇，走到松林深处时，突然发现部分松树发生

倾斜，地面有裂缝，便立即用手机拍下照片和

视频，迅速回家。想到在松林里看到的情景特

别像平时社区宣传视频里提到的地质灾害征

兆，万政英随即在手机群里向社区报告。当

晚，社区及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和她核实相

关信息，并于次日清晨和相关部门人员一同前

往事发地核查。经核查，她报告的松林正处于

滑坡体上，50 余棵松树发生倾倒，滑坡体规模

初步估计约 10 万立方米。所幸的是，相关部门

随即采取紧急处置措施，迅速转移周边群众，

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损失。

除了群众自身的“警觉”外，地质灾害隐

患点监测员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

6 月 25 日至 26 日，毕节市赫章县平山镇雄

营村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员周训练像往常一样

巡逻。26 日 17 时许，他突然发现隐患点周边

出现零星的山体滑坡，立即一边组织隐患点周

边群众撤离，一边向上级报告。接到报告后，

雄营村紧急将 34 户 81 人撤离到安全区域，避

免了伤亡。

“我们通过强化风险会商、短临预警、临

坡临崖村寨巡查、应急值守，落实‘四个叫

应’‘三个紧急撤离’，真正将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贵州省应急管理厅

党委书记、厅长周乐职介绍。今年以来，贵州

省持续推进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避险搬迁实施

与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努力提高地质

灾害科技支撑与风险防控能力，已下达 2021 年

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 3.39 亿元，实施防治项

目 58 个。

绷紧安全意识

尽管今年实现多起地质灾害成功避险，但

贵州省强调不可有丝毫“松懈大意”，要求各

地各部门不断压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始终绷

紧安全防范之弦，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

万一。

6 月 27 日 22 时 10 分，铜仁市思南县气象

局发出暴雨橙色预警，鹦鹉溪镇正处于预警区

域。该镇高度重视，随即组织工作人员对全镇

开展排查巡查。28 日 2 时许，该镇紫黄沟村山

后头组降下暴雨，村民组组长周贤武冒雨巡

查。他发现村民周书全家屋后坡体来水很大，

坡体及房屋出现滑动，便立即打电话上报。随

后紫黄沟村村干部组织群众转移。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周书全一家和附近常住的 6 户 15 人

被紧急转移。28 日 5 时左右，滑坡发生，约 9

万立方米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 3 栋房屋损

毁，因转移及时，无人员伤亡。

“各地各部门要把各项工作从严从细落到

实处，密切加强天气监测，强化汛期风险研

判，既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短信、微信、电视

等现代预警手段，又要用好大喇叭、哨子、手

摇报警器等传统工具，第一时间将预警预报信

息发送给地质灾害点责任人、监测人和受威胁

群众。”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

表示，当地在持续推进“人防+技防”监测预

警工作的同时，仍将“人防”视为重要的防灾

减灾手段，持续健全夯实群策群防体系，提升

“人防+技防”体系下群策群防员的工作能力，

始终绷紧安全之弦。

文/张安妮

贵州兴仁市潘家庄镇褚皮田村山体滑坡抢险救援现场贵州兴仁市潘家庄镇褚皮田村山体滑坡抢险救援现场。。任任 飞飞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工人们在由碧桂园集团帮扶的陕西烨林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核桃仁无尘车间生

产核桃仁。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