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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通讯员 周盛朝）
永平县按照“应蓄尽蓄、先
蓄后排、防蓄并举”的原
则，在保证安全度汛的前
提下，抓住降雨有利时机，
科学高效做好蓄水工作，
最大限度保障饮水安全和
农业生产用水需求，目前，
全县库塘蓄水量达 1210万
立方米。

永平县因地制宜，根
据雨情、水情、汛情变化，
统筹兼顾、蓄排结合，确保
库塘在汛期留有充足库容
调洪滞洪，保证工程和下
游防洪安全；正确处理库
塘防洪保安和蓄水兴利关
系，紧紧抓住汛期开始有
效降雨时段，充分利用箐
沟、山坡、地表、沟渠有水
可堵、有水可引的有利时
机，及时采取拦、蓄、引措
施，最大限度增加蓄水有
困难的水库、坝塘蓄水量，
尽力多蓄水、蓄满水；全面
开展引洪沟的清淤、维修、
维护和新开引洪沟，确保
洪水能顺利进入引洪蓄水
的水库、坝塘；“一村一策”
分类指导群众做好小水
池、小水窖、小水井的维护
管理和雨水蓄水工作，夯
实农业生产用水基础。截
至 6 月 11 日，永平县 2025
年降雨量为 197.3 毫米，比
历年偏多 57.8 毫米，全县
11 座小型水库、65 座坝塘
共蓄水 1210.6 万立方米，
比 去 年 增 加 79.9 万 立 方
米，全县 2025 年库塘蓄水

任务基本完成。
在库塘正常有序蓄足水源的同

时，永平县还着力统筹处理好防汛与
蓄水的关系，加强会商研判、逐库逐塘
制定蓄水计划、周密制定严格供用水
计划、做好节水宣传等，引导库塘周边
群众一方面做好防洪度汛工作，一方
面主动参与到爱水、护水、节水和库塘
运行管理中，不断强化库塘的安全运
行，确保防汛蓄水两不误两促进。

下一步，永平县在保证库塘安全
运行的前提下，牢固树立水库、坝塘安
全度汛和安全蓄水意识，按照“一库一
策、一库一案”强化工程蓄水调度，确
保城乡群众饮水和全县今年 24.35 万
亩大春粮食作物用水需求。

本报讯（通讯员 杨建勋） 宾川县
宾居镇日前开展2025年山洪及地质灾
害防御应急演练，全面检验应急预案
的科学性和各环节的协同联动能力。

演练立足宾居镇地质环境复杂、
灾害隐患点多面广的实际，模拟斜角
冲后山因持续强降雨突发山体滑坡，
导致下游 41户 176名群众生命财产受
到严重威胁。接到村监测员紧急报告
后，宾居镇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集
结监测、信息、转移、调度、保障、应急
抢险、舆情防控七个工作组赶赴灾区。

演练过程高效协同、环环相扣，全

流程应急处置紧张有序。
转移组协同村组干部，通过敲锣、

吹哨、喊话，按预定路线组织群众快速
撤离；监测组密切跟踪雨情、滑坡位移
变化，及时报告新增裂缝等险情升级
信号；信息组克服网络中断困难，利用
卫星电话获取降雨、泥石流、滑坡、水
利工程险情等信息并及时通报；抢险
救灾组迅速开展拉网式排查，标记危
险建筑、拉起警戒带，搜寻并营救出被
困人员；调度组快速启用无人机对路
面情况进行核实，组织警力疏导交通、
设置救援专用通道，引导车辆有序停

放，保障救援生命线畅通；保障组妥善
安置转移群众，及时发放生活物资，对
伤员进行医疗救治……

演练历时一个半小时，各工作组
反应迅速、配合默契、处置得当，成功
将“受威胁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并妥
善安置。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防御应
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锤炼了
镇村两级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增强
了广大干部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
互救技能。宾居镇将持续完善应急管
理体系，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陈志坚） 漾濞县
龙潭乡秉持“抓早、抓小、抓实”的防汛
理念，创新推行“一线工作法”——组
织领导在一线、宣传提醒在一线、隐患
排查在一线，充分凝聚基层党组织、党
员、乡村干部等多元力量，全力筑牢防
汛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组织领导在一线，压实防汛责
任。成立乡村两级防汛值班组，严格
落实值班值守要求，构建“乡领导包
乡+挂村领导包村+村干部包户”的网
格化防汛减灾体系。定期召开防汛会
议，动态分析工作难点，形成“预案到
村、预警到户、责任到人”的工作机
制。及时修订完善《龙潭乡防汛减灾

应急预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
执行“1262”预警机制，对地质灾害隐
患点、山洪灾害隐患点、水库坝塘等重
点部位实行专人值班巡逻和每日“零
报告”制度，确保防汛工作层层有人
抓、事事有人管。

宣传提醒在一线，营造浓厚氛
围。线上线下协同发力，通过七彩云
端平台、微信群等渠道发布防汛避险
知识。积极组织志愿者开展“敲门行
动”，进村入户进行面对面宣传、点对
点叮嘱。同时，依托院坝会、户长会、
村民大会等载体，向群众普及防汛安
全、避险自救知识，明确逃生撤离路
线，持续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意识，确保

“不漏一人、不落一户”，着力营造“人

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良好氛围。
截至目前，全乡累计召开各类宣传会
议 10场次，发放告知书、宣传单 150余
份，张贴海报50余张。

隐患排查在一线，筑牢安全屏
障。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隐患
动态排查，建立翔实工作台账，摸清地
质灾害、山洪灾害隐患点底数并设置
警示标志。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制
定整改方案，明确责任人，实行“限时
销号”管理。在全乡 20 个地质灾害隐
患点安装 12 套监测预警设备，发挥

“人防+技防”叠加效应，坚持群测群
防与专业监测相结合，力争将风险隐
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筑牢防汛安全坚
实防线。

本报讯（通讯员 姚佳伊）弥渡县
牛街乡超前谋划、科学调度、压实责
任，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
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
牢安全堤坝。

用好“指挥棒”，强化统筹协调。
全乡构建“乡—村—组—监测员”四级
联动、分片包保的责任网络，严格落实
责任制，对辖区内河道、地质灾害隐患
点、水库塘坝、危旧房屋、临坡建房户
等重点部位明确具体责任人；严格执
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
确保汛情指令畅通无阻、应急响应迅

捷高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下好“先手棋”，提前谋划部署。

在全乡11个村委会开展“拉网式、滚动
式”防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组
织群众对道路落石进行及时清理，保
障道路通畅，并加强道路防护与监测，
确保交通安全；全面巡查境内河道、沟
渠、塘坝，及时清理阻水障碍物，加固
薄弱堤段，疏通淤塞沟渠，确保水流畅
通；对地质灾害易发区、临坡建房点、
危旧房屋进行动态监测，明确转移路
线和安置点；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切实提升乡村应对地质灾害的应急处

置能力。
吹好“集结号”，动员全部力量。

充分利用微信群、村务公开栏、应急广
播等多种载体，第一时间将雨情、水
情、险情预警信息传递到户到人；组织
干部入户宣传讲解，开展避险知识小
课堂，重点普及山洪、内涝等地质灾害
识别防范和自救互救技能。

截至目前，牛街乡共清理河道长
度 11.5 公里，清运淤泥和杂物 1.8 吨，
有效提高了河道行洪能力，保障了河
道畅通，全乡 78 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均
未发生地质灾害。

我州各地扎实抓好防汛工作
永
平
县
库
塘
蓄
水
逾
一
千
两
百
万
立
方
米

宾川县宾居镇开展应对山洪地质灾害“模拟战”

漾濞县龙潭乡织密防汛安全网

弥渡县牛街乡全力筑牢安全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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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本报讯（记者 刘泉 左琳） 6 月 18
日，上海市奉贤区—大理州暨漾濞县、
弥渡县、南涧县、永平县、云龙县2025年
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在龙山国际会议
中心举行。

奉贤区委副书记、区长王益群，州
委副书记、州委统战部部长肖创勇出席
会议并讲话。

王益群指出，东西部协作五年来，
奉贤区累计安排帮扶大理资金11亿元，
对口帮扶项目 200 余个，引导落地投资
18 亿元，选派援滇干部 11 名、专业技术
人才107名，消费帮扶金额超30亿元，实
现到沪就业帮扶7226人。下一步，奉贤
区将紧扣“守底线、增动力、促振兴”目
标，围绕“大理所需、奉贤所能”，凝聚
共识、聚力发展、心系民生，聚焦消费帮
扶、劳务协作、农文旅融合发展等重点
工作，持续完善长效机制，进一步深化
协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为两地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肖创勇代表我州向奉贤区长期以

来对大理经济社会发展的帮扶表示衷
心感谢。他表示，奉贤区在项目建设、
人才交流、消费协作、产业发展方面真
心实意、真金白银、真情付出、真抓实
干，全力以赴助力大理各项事业全面进
步。大理愿与奉贤双向赋能，两地充分
发挥在区位、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加强
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动产业协同发
展、乡村共同振兴、民生共同进步、人才
共同培育，让互利共赢之路越走越宽，
助力奉贤区和大理州各项事业发展迈
上新台阶。

会上，漾濞县、弥渡县、南涧县、
永平县、云龙县汇报了东西协作相关
情况。

奉贤区领导胡煜昂、陈钺、李慧、
诸春梅、张华，我州领导王武、杨波、
杨泽亮、施双林出席会议。

奉贤区—大理州2025年
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举行

南涧县城中央小镜湖美景。
（摄于6月6日）

近年来，南涧县坚持“党旗红”
引领“城乡绿”，聚焦城乡融合发
展和绿化美化建设，紧紧围绕“增
绿提质”主线和群众幸福指数提
升，厚植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
环境持续向好，持续在绿美建设
上下功夫、求突破，绘就了绿美城
乡新图景。

［通讯员 李文开 摄］

蛋黄水母
世界上最可爱的水母，

长得很像荷包蛋而得名。
分布于地中海、爱琴海和亚
得里亚海，伞体直径一般 35
厘米，最大可达 50 厘米，属
于比较大的体型。肉食性，
以浮游生物、甲壳类等为
食。其触手在触碰到猎物
的时候会释放出毒液，使猎
物中毒，进而捕食之。

绿美大理

同时，构建“网格+警格”社区治安治理
机制，健全完善联动共管模式，推动网
格化共建共治共享。通过搭建资源整
合、数据驱动、智能应用、人机联动的社
会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
用，实现基层信息数据采集、矛盾排查
化解、治安巡查管理、事件上报督办有
机统一。

试点推动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剑川县坚持先试先行，先后完成
沙溪镇省级试点乡镇、马登镇文屏村州
级试点村和10个县级试点村创建，打造
了一批具有时代特征、剑川特色、民族
特点的社会治理示范样板，通过试点推
动和辐射带动，有效促进全县社会治理
水平提升。加大普法队伍培育力度，组
建 8 支普法工作队开展全覆盖普法宣
传，创新开展“法治文化大讲堂”、法治
有奖征文、政法书画巡回展等系列活
动；建立覆盖 93 个村委会（社区）的 467
名“法律明白人”队伍，成立“法律明白
人”工作室 43 间，组建剑川县“云小普”
普法志愿者队伍76人。

创新实践
建立齐抓共管机制

剑川县采取“常驻+随驻+职能入

驻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加 快 推 动 部 门 入
驻，将县综治中心打造成“一站式”矛
盾纠纷调处平台，实现“一窗受理、一
网通办、一站办结”。建立健全综治
中心登记受理、分类流转、跟踪督办
等工作制度，各级中心及时将收集的
民情诉求、治安隐患、矛盾调解、安全
生产等社会治理事件，转给相关职能
部门进行办理，并对办理情况进行跟
踪督办，实行“销单式”管理。健全完
善研判预警、指挥调度等工作机制，
县、乡（镇）两级综治中心每月对社会
稳定风险进行分析研判，并组织相关
职能部门定期不定期开展矛盾纠纷
排查调解，妥善处置了一批风险隐患
和矛盾纠纷。2024 年，全县共排查化
解各类矛盾纠纷 1988 件，调处成功率
达 100%。

通过一系列平安创建和社会治理
工作，剑川县的社会治理水平得到有
效提升。近年来，全县未发生危害政
治安全的事件、重大群体性事件等，社
会保持和谐稳定。2020 年和 2021 年，
剑川县连续两年被表彰为“云南省优
秀平安县”和“大理州优秀平安县”。
2020 年至 2024 年，剑川县群众安全感
满意度有 4 年排名全州第 1 位；2022 年
以来，剑川县群众安全感综合满意率
和群众对政法机关的执法满意率“两
率”连续三年创历史新高，连续三年排
全州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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