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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综合ComprehensiveComprehensive

□ 程 云 韩 静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

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

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严重。

如何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应对自然灾

害时快速有效避灾自救？为提高广

大人民群众面对突发性地质灾害的

应变能力，今年初，广东省自然资源

厅部署了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防治

“进村入户”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

员走进社区、村居、地质灾害隐患点

以及校园等地进行地质灾害的防减

灾知识宣传，同时各县（市、区）也积

极探索与志愿者服务相结合的科普

宣传工作新模式。

探索“进村入户”新模式

防灾减灾，关键在“防”，目的在

“减”。做好灾害防控，宣传教育还

需走前头。村居作为社会的基本单

元，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

众的“神经末梢”，更是开展防灾减

灾工作的前沿阵地，关系着人民群

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在第13个以“防范化解灾害风

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为主题的全

国防灾减灾日，广东把地质科技宣

传周活动的会场设在了惠州市龙门

县。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

活动的最大亮点是设置了县区主会

场和地派镇分会场，两个会场“进村

入户”科普宣传活动同步进行。

据了解，“进村入户”科普宣传

活动以各地级以上市、县（市、区）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为主体，建立由地

质灾害防治专家、地勘单位技术人

员和志愿者等组成的科普宣讲

队。宣讲队深入辖区内有地质灾

害隐患点或近年来发生过重大地

质灾害的村庄、社区、学校和山边

房、削坡建房较多的村庄等重点区

域，通过举办讲座、发放宣传手册、

播放科普视频、剖析地质灾害典型

案例等多方式，简便易明地讲解地

质灾害避险知识，营造全民防治的

良好社会氛围。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余云州表示，近年来，由于社会群众

对地质灾害的危害认识不够、对地

质灾害预警等级的含义以及相应的

响应措施了解不足而造成的人员伤亡

及财产损失事件时有发生，地质灾害

科普宣传的社会需求越来越迫切。

“我们在通过广播、电视、报纸、

网络媒体等进行广泛地质灾害科普

宣传的同时，还高度重视地质灾害

防治‘进村入户’科普宣传工作。今

年初，广东省自然资源厅部署要求全

省各市县广泛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防

治‘进村入户’科普宣传活动，并选取

惠州市龙门县和肇庆市广宁县作为

试点地区，积极探索与志愿者服务相

结合的地质灾害‘进村入户’科普宣

传工作新模式，旨在打造地质灾害

科普宣传新样板。”余云州说。

建立自动化监测预警系统

龙门县地处粤北山区，是“八山

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自然灾害风

险隐患集中，防灾减灾任务十分繁

重。其辖区内的天堂山社区，由于

社区房屋多傍山而建，每逢汛期地

灾频发，多年前就被纳入龙门县在

册的地灾隐患点。

在地派镇分会场现场，堂山社

区居民委员会公园后山大型滑坡

隐患点经过综合治理如今已经建

立自动化监测预警系统。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该滑坡地质灾害隐患

点位于龙门县地派镇天堂山社区

公园东路后山，属低山山地地貌

区，威胁人数272人，潜在经济损

失约2050万元。

该滑坡隐患点在2020年6月

强降雨天气情况下发现山体裂缝、

崩塌，形成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点，严

重威胁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随即对山体裂

缝进行回填夯实，并采用水泥砂浆

抹面及覆盖防水布等应急处置措

施，避免雨水下渗浸润滑动面产生

更严重的地质灾害隐患。

为保障当地居民生命财产安

全，工程治理团队克服资金及山区

施工难度大、工期紧张等方面的困

难，通过勘查、设计工作，在防治过

程中兼顾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

济效益，采用抗滑桩及挡土墙进行

综合治理，治理费用约1000万元，

最大程度发挥了地灾防治资金的综

合效益。

为实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24

小时自动监测预警、判断滑坡发展

趋势，该滑坡点共建成12套位移

和裂缝计，主要监测项目为位移、

裂缝、倾角、加速度、雨量等，为地

质灾害防治与管理决策提供了有

效的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同时，

根据不同预警等级提出相应的预

警信息发布方式及预警响应措施，

进一步保障了当地居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

加强重点群体防灾科普

漫步堂山社区，主干道处设有

醒目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领导挂点信

息、社区疏散示意图、避灾点指示

牌，避灾场所内各类物资储备充足，

让人安全感满满。而活跃在天堂山

社区的红马甲志愿者，正在积极地

为天堂山老乡们讲解地灾防护知

识，不少村民纷纷上前询问，领取图

文并茂的地质手册。

村民潘阿婆是东江纵队老战

士遗孀，今年70岁。2020年 6月

强降雨灾害发生前，她和家人接

到村干部避险通知后便被提前疏

散到天堂山学校避险，这次及时

避险经历给潘阿婆留下极其深刻

的印象：“当时水已经淹到一楼，

再晚点走就来不及了，多亏了村

干部们的提醒！”如今为了更好监

测隐患点的变化，潘阿婆家楼顶

和背后的山坡，都装着专业的监测

仪器。

同样在屋后装了监测仪器的

还有潘叔家。他的房子紧挨山体，

此前每逢雷雨天气，松散的泥土顺

着雨水直接浸湿屋子墙体，对他及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

后来，项目工程队在他家屋后进

行了山体加固，这让潘叔心里安

心了不少。当问及是否清楚社区

最近的避险场所时，潘叔立马指

着天堂山学校的方向给出肯定

答案。

事实上，除了向潘阿婆和潘叔

这样的留守老人多科普防灾知识，

学生群体的防灾科普同样不可缺

位。在天堂山学校，一堂防灾教育

课后，学生们都对地质灾害防治知

识产生了浓厚兴趣。

“小朋友们对课程很好奇，互动

也很多，尤其是给他们展示灾情

视频、讲解地灾种类时，他们就很

感兴趣，也听得十分认真，有的还

做笔记。”负责上课的志愿老师

说，“通过提升孩子的防灾减灾意

识，可以推动全民防灾工作，保一

方平安。”

下一步，广东将进一步通过网

络公开课、新媒体等多种形式，面向

社会公众普及各类灾害事故知识和

防范应对基本技能。

激活村居防灾减灾“神经末梢”
广东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防治“进村入户”科普宣传活动，提高广大

人民群众面对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应变能力

□ 保 妹

群众事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

情。为进一步打通与群众沟通“最

后一公里”，2020年6月，安徽省合

肥市瑶海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成

立“心语委员工作室”，有5名市政协

委员、10名瑶海区政协委员加入，这

是合肥市第一批政协委员工作室。

心语委员工作室成立后，以“望、闻、

问、切”四字工作法，进基层、察实

情、问良策，为群众和企业搭桥梁、

解疑惑、破难题。

“望”民意，察民情，让委员工作

“靓”起来。走访了解群众和企业所

需、所盼，察实社情民意当好“三

员”。一是当好政策的“宣传员”。

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辖区居

民上党课，为企业讲解扶持政策，为

百姓讲解《民法典》方面的知识等，

在政策宣讲过程中，了解群众所思

所想，拉近了民心。二是当好矛盾

的“调解员”。面对信访、征迁矛盾

等问题，委员们走进征迁现场，与当

事人面对面交流，成功化解上访3年

的积案，解决了矛盾。三是当好群众

的“信息员”。依托街道党政联席会、

党群议事会梳理筛选出由政协工委

牵头协商解决的重点工作，坚持“观

民之切、精准选题”，把政协协商和居

民协商紧密结合，选出群众最关心的

议题，契合民情，兼顾民意。

“闻”民情，听民声，让委员与民

心“连”起来。“知政失者在草野”，走

街串巷，方知民间烟火。委员和社

区一一对接，将履职触角不断向基

层延伸。2020年以来，合肥市、瑶

海区政协委员到“心语委员工作室”

召开座谈会，共收集21个意见建

议。工作室委员认真梳理，督促解

决了篮球场塑胶跑道破损修复、大

病取药难、停车位不足等19个民生

问题。工作室委员组建“微团队”，

凝聚“微力量”，践行“微实事”，点亮

“微心愿”，了解群众需求，帮助14

户家庭实现了“微心愿”。

“问”民愿，寻民策，让委员工作

“实”起来。问计于民不难，让计策

变成行动，常态长效不易。工作室

自成立以来，坚持“农家院里”聊家

常，“田间地头”话思想，让委员工作

室成为密切党群关系的“连心桥”、

服务群众的“助推器”。例如，政协

委员通过座谈会了解到恒通社区居

民想拥有一处休闲娱乐绿地，供大

家饭后散步、锻炼身体。委员铭记

在心，在瑶海区政协的协调、督促

下，积极对接规划、园林、住建等相

关单位，在长江180艺术街区打造

一片绿地，实现了群众诉求“一号响

应”，赢得了百姓的称赞。

“切”要害，解民困，让委员工作

“活”起来。践行“有事好商量，众人

的事情众人商量”这一理念，让会上

“说”变实地“看”和现场“说”、线上

“说”，使协商更加直观有效。恒通

社区博澳名苑小区已交付9年，因

房屋漏水、外墙脱落、小区绿化率低

等诸多问题难以解决被小区居民投

诉到网上，成为“网红小区”。政协

委员聚焦问题，多渠道、多角度、多

方面找要害、破难题，2021年3月

27日，联系“合肥市政协——有事

好商量”议事厅与博澳名苑小区业

委会进行线下协商、线上直播，“双

向”发力解难题，吸引了2.1万多名

网友观看并参与互动。经过多轮协

商，物业公司承诺将制定出一份具

体的维修预算方案，在与街道物业

办和业委会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积

极申请房屋维修资金，把物业公司

的责任落到实处。“线上直播+线下

协商”，不仅“晒”了问题，也“晒”了

委员，调动了委员的干事热情，展现

了委员风采，唱响了政协最强音。

“ 望 闻 问 切 ”察 民 情 解 民 困
安徽合肥瑶海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成立第一批政协委员工作室，

为群众和企业搭桥梁、解疑惑、破难题

本报讯 近日，黑龙江密山市鼎瑞货物运

输代理有限公司向哈尔滨海关所属密山海关提

交了办理报关企业备案申请，不到半个小时就

办完了所有手续，领到了报关企业“许可”改“备

案”后，哈尔滨海关发出的第一份报关企业备案

证明，也是该省首家获得报关企业备案证明的

企业。

该公司经理王春雷说，报关企业“许可”改

“备案”后手续更简便了，办理效率更高了，且全

程都可在网上办理，节约了经营成本，给企业带

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据了解，海关企业资质注册备案是企业开

展进出口业务的首要环节。根据2021年4月

29日发布的第81号主席令，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进行了修改，“报

关企业注册登记”事项全面取消行政审批并改

为备案制，企业只需依法备案即可开展相关业

务。为确保此项改革举措在黑龙江省落地落

实，让企业充分享受改革红利，哈尔滨海关第

一时间开展政策宣讲，优化备案流程，实行“即

申即办”，真正实现企业申请备案“零成本”“零

跑腿”。

今后，哈尔滨海关将持续做好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和优化服务各项工作，落实好各项惠企

政策，让更多的改革红利惠及广大进出口企业。

（陈 新 袁小峰）

黑龙江发出首份
报关企业备案证明
“许可”改“备案”给企业带来便利

本报讯 入夏以来，福建光泽县李坊乡杨

里村辣椒种植基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一根

根辣椒色泽饱满，挂满枝头。近日，辣椒种植

基地接到大订单，李坊乡科特派站组织6名

志愿者，开展采摘辣椒爱心助农活动，助力辣

椒产业增收。

在辣椒种植基地，志愿者们身穿红马甲，头

顶太阳与农民群众奋战在抢收第一线。两个多

小时的助农采摘活动结束后，志愿者们一个个

忙得满头大汗，但看着自己辛苦采摘的一袋袋

青辣椒，大家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了将近100多亩辣椒，

每亩地可产辣椒3000斤。前几天接了一个超

市的订单共1万多斤，要得急，明天就要交货，

现在忙着采摘，多亏有这么多志愿者帮忙。”正

在摘辣椒的辣椒种植基地负责人吴贤明说。

据介绍，杨里辣椒种植基地以党建为统领，

以基地为支撑，因地制宜，利用外出务工的闲置

土地，发展百亩辣椒种植，不仅保障了合作社的

收益，还带动了贫困户增收，其中土地流转带动

了5户贫困户。

李坊乡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助力辣

椒种植基地充分发挥青年志愿者工作力量，也

是脚踏实地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的一个缩影。李坊乡将继续深入推进

为民办实事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志

愿者的初心，传递党史的“正能量”，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献礼。 （官德志）

福建发挥青年志愿者
力量助农增收

以实际行动践行志愿者初心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灵璧县在县城街道、

小区、学校，合理利用闲置区和空白墙，精心设

计打造20组1800余米的“党史长廊”，用280

余张图片，图文并茂述说党史，使之成为接地

气、有生气的党史教育阵地。

灵璧县注重组织干部群众参与“党史长

廊”内容研讨，力求把长廊内容办得生动鲜活，

有感染力和代入感，能够让参观群众“重回”历

史现场，让干部群众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身临

其境”。

例如，在人流密集的商业区，“党史长廊”展

示党的光辉历程内容；在居民小区，“党史长廊”

放置图说百年故事内容；在学校门口，“党史长

廊”突出青少年学党史内容；在机关单位，“党史

长廊”解说党史学习教育意义、要求和作用；在

锻炼步道，“党史长廊”总结百句名言忆百年内

容，极大方便了干部群众、学生、家长驻足阅览、

学习。

灵璧县还依托法治文化广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主题公园、城市主干道、公交车等，精心打

造“行走的红色课堂”，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群

众日常生活。 （灵组轩）

安徽灵璧精心设计打造
20组“党史长廊”

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老区盐池老区盐池新面貌新面貌
宁夏盐池县是革命老区，陕甘宁边区的“宁”指的就是

这里。因产盐，盐池县曾成为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中

心。如今，盐池县已基本不再产盐，以滩羊、黄花菜为代表

的特色产业正生机勃勃。近年来，盐池县还充分挖掘文化

旅游资源，发展全域旅游。

左图：红军七十八师攻克盐池县城遗址雕塑。

上图：工人在高标准屠宰加工厂内精细分割滩羊肉。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