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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陈治学 杨铸

6月 19日，祥云县自然资源局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股工作人员蹲在祥城镇
茨坪 6组小官村滑坡监测点，用卷尺仔
细测量着裂缝变化，用无人机查看监测
点的全貌图，身旁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
满了巡查数据。

入汛以来，这样的现场巡查在祥云
县 10 个乡镇已成常态，全县正以“人
防+技防”双重举措筑牢地质灾害安全
防线。

祥云县地处地质构造复杂区，隐
患点多面广，隐蔽性强、突发性强、破
坏性强。目前，全县登记在册的地质
灾害隐患点 150 个，各类地质灾害隐患
点 威 胁 总 人 口 13096 人 ，威 胁 财 产
27073.5万元。过去靠“人盯人、人防人”，
巡查员压力巨大，预警精度和时效性也
面临瓶颈。

面对挑战，祥云县构建起更严密
的群测群防网络。上半年，祥云县全
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动态巡查排

查，组织开展汛前、汛中地质灾害巡查
排查工作，精准掌握风险底数，确定地
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域。截至目
前，已组织 434 人次深入山区、河谷等
地质灾害高发区，完成全县 432 处隐患
点拉网式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
存在风险的角落。

在群测群防和监测预警工作上，全
县落实分级负责、应急预案、监测员管
理等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十项制度”。
结合 2024 年汛后复查及本年汛前排查
情况，全县核销隐患点 1 处、新增隐患
点1处，共落实群测群防隐患点150处，
配备监测员300名。对全县150处纳入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的隐患监测点，
全面复核重点监测区域、威胁范围等重
要信息，并分批次安装隐患点标识牌、
避险路线和避难场所标识牌，夯实基层
群测群防体系基础。

“进入汛期以来，我们每天都到地
质灾害监测点巡查，查看坡体、地形地
貌有没有变化，走访周边的群众，了解
我们发现不了的隐患，在观察中如果发

现问题就及时汇报。”监测员李家明说。
对 30 处危害较大且无法工程治理

和搬迁避让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隐患
监测点，分类安装监测仪器设备，以人
防与技防结合，提升基层地质灾害防
治能力，完善群测群防体系。祥云县
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股股长
李万高介绍：“地质灾害隐患点预警监
测设备设在山坡坡体上，假如这一片
发生了滑坡，它会第一时间通过广播
报警，然后信息会发到手机上，信息级
别可以分成蓝黄红橙 4个级别，监测员
看到手机信息后，会第一时间到现场
查看地形、地貌现状有没有变化，如有
变化的话，就第一时间通知受威胁的
群众及时撤离，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

此外，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和应急处
置制度，加强汛期地质灾害防治。执行
领导干部到岗带班、24 小时值班制度，
全县地质灾害监测员坚守岗位，确保一
旦发生灾情，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应
对。在今年5月底和6月初“龙舟水”持

续降雨期，已迅速开展应急处置3处。
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工作也在稳

步推进。今年以来，祥云县分层分类覆
盖 10 个乡镇开展培训演练，10 场监测
员专题培训覆盖 370 人次；4 场演练模
拟滑坡、泥石流等场景，融入抢险救灾、
医疗救护等实战环节，参演人数达 485
人。同时，通过进学校、进机关、进农村
等“七进”活动，发放地质灾害防治系列
宣传册 660 余本，发放“防灾工作明白
卡”150 份、“防灾避险明白卡”2941 份，
让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深入人心。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县委、
县政府的工作部署要求，认真落实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责任，进一步强化‘人
防+技防’‘群专结合、专群并重’的监
测预警网络体系，加强地质灾害隐患
动态巡查排查，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
和信息报送工作，不断完善应急体系，
积极做好应急准备，全力抓好今年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最大限度地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祥云县自然资
源局副局长刘磊说。

祥云县——

“人防+技防”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

弥渡县安全生产委员会组织
成员单位到苴力镇开展“安全宣传
咨询日”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群
众身边。（摄于6月19日）

自6月初启动“安全生产月”活
动以来，弥渡县紧紧围绕“查找身
边安全隐患”主题，积极开展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安全生产进企业、
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五
进”宣传活动，并广泛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隐患辨识科普、消除隐患演练
行动，有效提高全民安全素质和社
会整体安全水平。
［通讯员 马素萍 马翠萍 摄影报道］

宾川县“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
活动在县城越析广场展开。（摄于6
月18日）

活动通过播放宣传视频、摆放
科普展板、设置咨询服务台、悬挂标
语、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过往的
群众和企业员工宣传生产安全、消
防安全、防震减灾、应急避险等安全
常识，传播“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安
全生产，人人有责”的安全理念。

［通讯员 罗建文 摄］

现实中，“不熟悉”是一些干部接
手新业务或到新岗位工作后，常见的
心理状态和“口头禅”。也有部分同
志总把“不熟悉”挂在嘴上，作为少干
活甚至不干活的托词。对此，有同志
直言，少拿“不熟悉”说事，既然不熟
悉，那就应该尽快去熟悉。笔者深以
为然。

诚然，到新的工作岗位，接手了
新的业务，不熟悉是正常的，说句“不
熟悉”也是情有可原的。但若总拿

“不熟悉”说事，就有推诿扯皮的嫌
疑，难免惹人反感，甚至影响工作。
一些干部老拿“不熟悉”说事，一定程
度上折射出干事创业中的畏难情绪
和懈怠心理。若不加以重视，转变观
念，就会陷入“不熟悉—不想干—不
敢干—不会干—更不熟悉”的恶性循
环，导致工作衔接不畅甚至断档，进
而影响发展大局。

有道是“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
需要往哪搬”，干部干部，就是要干，
但干的不可能是一时的事、一样的
事，而是一世的事、不同的事。因此，

履职新岗位、接手新业务后，就不能
老拿“不熟悉”说事，而是要在尽快熟
悉、尽快上手上想办法、下功夫。

不熟悉，不是理由，更不是借口。
不拿“不熟悉”说事，就得先过心理
关。不说非得有勇于跳出舒适区的豪
情，有敢于自讨苦吃的壮志，至少要
有履新职担新责谋新业的自觉，做好
心理建设，克服畏难情绪，全情投入
工作。

不拿“不熟悉”说事，更得拿出实
际行动。一方面，要学习。主动向领
导学、向同事学、向书本学、向实践
学，把新岗位、新业务、新要求学深学
透、入脑入心。另一方面，要动手。

“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要
带着干、帮着干、一起干、亲自干，把
各项工作干扎实、干到位，做到在其
位、谋其职、尽其责、见其效。

少拿“不熟悉”说事
□ 自然

□ 通讯员 赵玛莎

往年汛期来临，大理市下关街道
西大街社区工作人员的心就揪得更紧
几分。雨水冲刷下，辖区内多处年久
失修的危房墙体开裂、结构倾斜，安全
隐患突出。现在，这些危房经过修缮
加固，摇身变为充满烟火气和邻里情
的社区商业点。

这一场“化险为夷”的蝶变，源于
一场场楼宇协商议事会上凝聚的智慧
与共识。

面对产权复杂、资金匮乏的重重
壁垒，西大街社区党总支主动作为，多
次召集相关产权单位、企业及居民代
表召开楼宇协商议事会，聚焦危房处
置核心难题坦诚磋商。社区坚定传递

“盘活闲置、消除隐患、多方共赢”的理

念，引导各方就产权厘清、资金分担、
业态匹配等关键问题凝聚共识。

协商成果实实在在。一是隐患根
除。单位、企业对危房彻底排危修缮、
加固改造，并因地制宜改扩建为小型

“口袋商圈”。二是资产盘活。闲置多
年的“负资产”成功转化为产生稳定收
益的优质资产，实现保值增值。三是
服务升级。居民告别安全之忧，家门
口新增便捷生活服务和休闲空间，社
区烟火气与幸福感显著提升。

在这个过程中，西大街社区生动
展现了“有事多商量”的基层治理智
慧。楼宇协商议事会有效打破壁垒，
将危房难题转化为驱动社区更新、惠
及多方的强劲动力，为老城区破解更
新困局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做法。

楼宇协商议事会搭起“三赢桥”——

大理市西大街老城区焕发新生机

鹤庆县西邑镇镇村干部入户协助群众缴纳城乡养老保险。（摄于6月19日）
由于部分村组距离街区较远，又正值农忙时节，群众容易忘了按时缴纳城乡养

老保险。为此，西邑镇镇村两级提前谋划，将服务下沉，在各村组设立集中缴费点，
并主动上门宣传政策、答疑解惑、协助村民办理缴费手续，确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征
缴工作顺利推进，让这项惠民政策真正惠及每一位群众，为乡村振兴注入坚实的民
生保障力量。

［通讯员 杨文宇 李润花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