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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武警吉林总队吉林支队官兵乘坐冲锋舟在舒兰市开原镇珠琦河流域

搜救失联人员。 新华社发（曹孟泽 摄）

本报讯 记者倪文忠报道 8月5日，吉

林省委书记景俊海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工

作视频调度会议，对全省防汛救灾工作

进行再部署、再推动、再落实。他强调，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

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责任再压实，措施再落细，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省委副书记、省

长胡玉亭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副省长韩福春在舒兰分会场

汇报一线抢险救灾工作进展。省水利厅

和长春市、吉林市、松原市主要负责同志

汇报相关情况。

景俊海强调，做好防汛工作是重大

政治任务，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容不得半点马虎，容不得半点闪

失。各地各部门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

大险、救大灾，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

量，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坚决打

赢防汛抢险救灾这场硬仗。一要坚定

不移抓好监测预警，精准研判雨情水情

汛情发展变化趋势，及时调整应急响应

级别，落实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临灾

预警“叫应”机制，确保信息到人、响应

到人、行动到人。二要坚定不移抓好转

移安置和人员搜救，坚决果断做好舒

兰、榆树、扶余等重点地区群众转移安

置工作，切实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必转、

应转早转，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同

时争分夺秒搜救失联被困人员，妥善做

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善后等工作，确

保社会大局稳定。三要坚定不移抓好

全流域整体管控，加强信息互通和协调联

动，统筹安排“拦、分、蓄、滞、排”各项措

施，确保泄洪分洪过程安全平稳。四要

坚定不移抓好隐患排查，科学做好查堤

除险工作，重点关注险工险段、砂基砂

堤、穿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以及跨河桥

梁等重要基础设施，坚决守住不溃坝不

决堤底线。五要坚定不移抓好应急准

备，进一步强化值班值守，细化应急预

案，补齐短板漏洞，确保物资储备到位、

人员配备到位。六要坚定不移抓好恢

复重建，加快修复受损水电、通信、道路

等设施，及时组织开展农业防灾减灾救

灾，全面做好消杀防疫工作，扎实推进

灾后重建特别是倒塌房屋和危房的重

建修复，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七要坚定不移抓好责任落实，各级党委

政府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

防汛抗旱行政首长负责制，主要负责同

志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现场督查，

对因玩忽职守、工作疏忽、推诿扯皮造成

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决不姑息

迁就。

胡玉亭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始终保持高度警觉、高度戒备，绝

不能侥幸大意，对转移避险命令要坚决

照办，按时点确认、动态检查落实结果，

绝不能打折扣、搞变通。要根据汛情发

展对应急预案再研判、再完善，针对风险

点、薄弱点抓紧补强补短，坚决守住不死

人底线。要做到责任到人，涉险村屯、道

路、堤坝、沟渠等重要点位要专人值守，

动态反馈信息、报告险情，抓好值守人员

授权培训，确保执行效果和人员安全。

要严肃防汛纪律，对暴露出的问题举一

反三整改落实，对因责任不落实发生事

故的要追责问责。

会议结束后，景俊海、胡玉亭通过视

频连线察看调度舒兰市金马镇、榆树市

泗河镇等地防汛救灾工作。

吉林：责任再压实措施再落细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 金 地 马晓成 刘昊东

近日，受台风“杜苏芮”影响，黑龙江、

吉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涝和地

质灾害，交通、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受

到不同程度损毁。随着一些地区洪水渐

渐消退，消杀清淤、道路桥涵修复、农业减

灾等生产生活恢复工作正在开展。

全力抢通抢修基础设施

8月10日下午，在黑龙江省尚志市，

沿河修建的石头河子镇至宝山村乡级公

路的修复工作正在进行。新华社记者在

现场看到，两台挖掘机不断将河中的砂石

挖出，再堆放至路基处，逐步修复破损的

路肩和边坡。

“这条路全长19公里，此次洪涝导致

路面破损15处，其中有4处造成交通中

断。我们从4日开始，紧急调来大型设备

和专业人员，24小时‘人休机不休’抢工，

现在4个交通中断点位已经全部打通，道

路已恢复通车。”尚志市公路事业发展中

心副主任姜本生说，截至10日14时，尚

志市所有交通中断的乡道已经全部打通。

镇村两级积极自救、发动村民参与

加固堤坝，电力部门涉水前往村镇抢修

线路，工程建设单位调派设备人员紧急

抢修受损桥梁……在受洪涝影响的地

区，“水退人进”的身影在各个角落出现。

舒兰市是此次吉林省受洪涝影响较

重的地区。8日12时，随着10千伏七永

线小乡台区成功送电，当地受灾区域的

最后28户用户恢复供电。历经5天4夜

的连续奋战，此次舒兰市受洪灾影响的

8条10千伏线路、484个台区、16157户

用户全部恢复供电。

国网吉林电力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该公司累计投入抢修人员2977人次，

抢修车辆668台次。截至10日11时，吉

林全省累计有10座66千伏变电站、34条

10千伏输电线路、1838个台区、12.57万

用户恢复供电，复电率82.64%。

迅速行动做好清淤消杀

铲车铲起路上的淤泥倒入翻斗车，

工人们有的手拿铁锹清理人行道，有的

用水枪冲刷路面……9日下午，在尚志

市东浦新区一座公园附近的道路上，洪

水退去后的清淤工作正在进行。

“这边地势低、水落得慢，最深的地

方淤泥厚度能达到50厘米，可以说是最

难清理的区域。我们调派了7台铲车、

200多名工人进行作业。”尚志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梁超说，全市清淤

工作从5日开始，目前进度已超过70%。

洪水退去，为防止疫病发生，各地清

淤消杀、卫生整治工作也在同步跟进。

“食品食物都得搬出去，家禽都圈养

起来”“门窗记得都关严，消杀后关闭房间

30分钟到1小时，不能进去”……近日，记

者走进舒兰市开原镇保安村，看到疾控中

心的工作人员正挨家挨户上门为村民进

行消杀，并不断嘱咐相关注意事项。

舒兰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美玉说：

“6日早上5点，我们接到上级指令，马上组

成10支小分队、共30人前往受灾村屯，对

室外垃圾点、旱厕和村民家中过水区域进

行全面消杀，目前消杀工作仍在进行。”

在黑龙江省延寿县，机关党员干部、企

事业单位职工、志愿者等1000余人参与到

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活动中。延寿县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丛书武介绍，此次

垃圾量特别大且集中，经水泡过的垃圾，给

人工装车带来一定难度。他们采取人机结

合的方式装运垃圾，“很多居民也参与进

来，大家齐心协力重建自己的家园”。

多举措推动农业减灾救灾

为应对洪涝灾害对农业造成的影

响，黑龙江省、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已

采取行动，多措并举指导农民恢复生产、

减轻损失。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针对发生洪涝

灾害的五常、尚志等9个重点市（县），一

对一成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指导组，深入

一线调查指导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10日下午，记者在尚志市一面坡镇

一片玉米地旁，见到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总农艺师姜以全。他介绍说，已与尚志市农

技人员一道走访了多个村屯，了解农田受灾

情况，对农民作出具体指导。目前，尚志

85名村级植保人员也在排查可能出现病

虫害的地块，及时防止病虫害发生。

在黑龙江省方正县，洪涝灾害发生

后，当地采取转移人员、抗洪排涝、组织

群众自救互助等措施，进行减灾救灾。

方正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佳辉介绍，灾

情发生后，相关部门采取开展技术指导，

组织保险公司核灾、尽快理赔等方式，尽

力减轻受灾农民压力。

据了解，目前黑龙江全省已投入农

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06支、人员12万余

人、机具2.2万台套、水泵4419台次，已

抢排农田积水面积229.3万亩。“同时，我

们组织未受灾地区加强中后期田间管

理，最大限度挖掘单产提升潜力，努力实

现非灾区多增产、轻灾区保稳产、重灾区

少减产。”姜以全说。

“齐心协力重建自己的家园”
——东北洪涝地区生产生活恢复见闻

通过“三个强化”具体举

措，阿拉善盟在电子证照共享

应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一

是在考核上有依据。全盟印发

电子证照应用共享相关文件，

厘清工作职责，明确工作任务，

以“周调度”保障“周提升”。二

是在数量上有突破。截至2022

年底，各级各部门完成认领电子

证照 140 类、汇聚证照数据

309402个，制作电子签章446

个，签章覆盖率达100%。三是

在应用上有延伸。全盟范围内

5个政务服务中心全部实行“亮

证扫码”，实现盟域全覆盖。同

时，提供“陪伴式”帮代办服务，

为企业和群众“手把手”指导电

子证照领取和应用流程。

无论是放管服改革还是数

字政府建设，无论是线下改革

还是线上改革，其初衷与落脚

点都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

动职能转变、创新服务方式、提

高服务效能，提供公平可及、优

质高效的政务服务，切实为企

业发展和群众办事增便利。在

“互联网+政务”的时代背景

下，电子证照的产生和应用是

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

对传统审批及管理模式的一次

变革。大力推进电子证照扩大

应用领域并与全国互通互认，

对优化地方营商环境、提升政

务服务效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让企业和群众把电子证照

“装进”手机，既破解了“出门忘

证”的难题，也有效推动了地方

数字政府建设，为政务服务标

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奠定了

数据基础。

下一步，阿拉善盟政务服

务局将持续加强基础数据共享

互通，增强电子证照归集时效

性，扩大电子证照应用场景，让

企业和群众能把更多的电子证

照“装进”手机，为企业、群众提供

更高效便捷的服务体验，提升

企业、群众的满意感、获得感。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

发展改革委供稿）

四是规范完善了41项服务

项目的表述。根据最新文件精

神，对孕产妇健康服务、生育保

险等41项服务的服务内容、标

准和支出责任进行了规范完善。

五是调整牵头负责单位

10项。考虑到国家疾控局等

新机构设立和职能划转的影

响，对预防接种、健康教育与健

康素养促进等10个项目的牵

头负责单位进行了调整，进一

步明晰了部门职责。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本报记者：调整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遵循了哪些原则？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此

次调整主要遵循了三项原则：

一是有据可依、有制可

循。调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必须有明确的党中央、国务

院文件或已出台的法律法规作

为依据。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是对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民

生事项的进一步细化。

二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调整，

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状况和财

政负担能力，既要积极回应群

众期盼，也要避免吊高胃口、过

度承诺。新增服务项目、提高

服务标准、扩大服务范围等调

整，一方面必须经过严格的财

政承受能力评估，确保新标准

能落实、可持续，另一方面也需

要落实人员等各类资源配置，

确保服务“承诺必达”。

三是大稳定、小调整。国

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是基本公

共服务标准体系的基础性政策

文件，保持总体稳定性、连续

性，有利于逐步实现制度成熟

定型。因此，新版国家标准与

旧版国家标准的文件框架、表

述方式保持总体稳定、大体一

致，仅对服务项目、服务标准、

服务内容、牵头负责部门等做

出具体调整。

本报记者：对各地区贯彻

落实《国家标准 2023》提出了

哪些具体要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

《通知》对各地区贯彻落实《国

家标准2023》提出五方面要求：

一是抓紧调整实施标准。

各地要对照《国家标准2023》，

结合本地实际，抓紧调整本地

区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确

保不低于国家标准。各地区实

施标准要于今年12月底前印

发实施，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二是加强调整论证评估。

各地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对于超出国家标准的新增

服务项目、提高服务标准、扩大

服务对象以及增加服务内容等

事项，要切实加强财政承受能

力评估，履行相关审批程序，确

保财力有保障、服务可持续。

三是做好事后报备工作。

各地要在本地区实施标准印发

后1个月之内，将超出《国家标

准2023》规定的服务项目、服

务标准、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

等事项，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报

备，说明超标事项的必要性、合

理性和可行性。

四是确保服务有效落实。

各地要加强人员、财力、设施等

要素保障，强化公共服务供给

能力建设，确保《国家标准

2023》及本地区实施标准规定

的服务项目落地落实，人民群

众可获得、有感受。

五是加强标准监测评估。

各地发展改革委要牵头会同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统筹做好本

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落

实工作，适时组织实施情况的

联合检查和效果评估，加强监

测预警，重大情况及时向省

（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家发展

改革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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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福利水平：是“硬承诺”也是“福利单”

河北涞水河北涞水：：山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山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近日，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出现强降雨，当地及时将政府采

购和社会各界捐赠的粮油、蔬菜、饮用水等物资送到群众家门

口。图为8月10日，涞水县赵各庄镇李各庄村的村民在搬运爱心

人士捐赠的蔬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 李建平 刘昊东 刘赫垚

强降雨近日侵袭龙江大地，引发洪

涝、地质灾害。黑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

团结各方力量，第一时间做好应急抢险

救援工作，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快速恢复

灾区生产生活，切实把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放到第一位，全力打赢防汛救灾

“遭遇战”“主动仗”。

闻汛而动 众志成城抗洪灾

近期，黑龙江省多地连续遭遇强降

雨天气，防汛抗洪抢险形势严峻。全省

立即行动，与时间赛跑，救助遇险群众、

全力排除险情。

8月5日，牡丹江市消防救援支队指

挥中心接到报警，牡丹江市二发电小区

有3名群众被内涝围困，其中两人双腿

不便、无法行走。

时间就是生命。

指挥中心立即调派1车8人携带救

援装备赶往现场。社区周边积水已齐腰

深，车辆无法靠近。救援人员徒步涉水

两公里到达被困人员所处位置，接力将

两名腿部残疾人员背至安置点。

8月4日18时，蚂蚁河延寿水文站

水位达100.32米。当日22时许，黑龙江

省延寿县延寿镇南堤防出现溃口，延寿

县主城区部分区域被淹。

“4日晚上8点，我们接到通知疏散

平房居民，连夜给200多户居民打电话，

挨家挨户敲门通知居民尽快转移。”延寿

镇团结东社区党总支书记赵秀媛说。转

移群众、运送物资……已连续奋战多日

的赵秀媛声音嘶哑，眼中带着血丝，仍坚

持在抗洪抢险一线。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黑龙江省

本次灾情较重的哈尔滨、牡丹江两地，各

界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抗击洪灾。截至

8月9日，解放军、武警、消防救援队伍、

民兵及社会救援力量5515人支援哈尔

滨市抗洪救灾；牡丹江市累计投入各方

力量13167人次，大型设备594台套，转

移被困人员10194人，抢险806处。

暖心安置 打造受灾群众“临时的家”

“来，您把盒饭拿好，这还有馒头。”

8月9日17时许，在黑龙江省五常市时

代中学安置点，五常市铁路学校校长

张晓红正带着学校教师为群众发放晚

餐，盒饭从保温箱中拿出来交到群众手

中时，还带着热乎气儿。

据介绍，五常市将市内两所中学改

为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并成立转移安

置组、物资保障组、卫生管理组、心理疏导

组、医疗救治组和后勤保障组，为受灾群

众开展多方位服务。五常市沙河子镇大

柜村村民王洪芹说，“这里吃住有保障，水

果牛奶都给发，就等着水退了回家。”

8月10日中午，黑龙江省海林市长

汀镇飘起蒙蒙细雨，村民陆续来到当地

一所学校，这里是他们“临时的家”。新

华社记者在此看到，每间教室内摆放着

若干张床，上面铺着整洁干净的床品，走

廊两侧整齐摆放着矿泉水、方便食品等

物资。

长汀镇居民周振波说：“我们在安置

点一切都好，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政府

的周到安排让我们感到十分温暖。”说话

间，周振波为记者展示了他们的午饭——

红烧肉、黄瓜炒鸡蛋、炒洋葱和米饭。

据统计，截至8月9日12时，黑龙江

省紧急转移安置人口187493人，其中，

五常市共设立68个安置点，累计转移18个

乡镇138个村53699人。

合力重建 让群众早日重返家园

8月9日，在黑龙江省海林市110千伏

长海输电线路抢修现场，一架直升机吊

装起沉重的输电铁塔，运送到指定地点。

这个输电铁塔处于河流中心岛位置，

无法使用常规起重设备。国家电网公司

迅速从国网辽宁电力、国网空间技术公

司等单位调配直升机支援黑龙江，解决

输电铁塔吊装、运输等问题。

随着洪水消退，灾区恢复生产生活

工作在黑土地迅速展开。

黑龙江省洪涝灾区积极组织、协调

各方力量，持续开展电力、通信恢复，道

路抢修，过水村屯消杀等工作，加速推进

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8月9日下午，在黑龙江省尚志市政

府附近，洪水退去后的清淤工作正在有

序进行。几辆铲车铲起道路上的淤泥，

倒进一旁的翻斗车中。

尚志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副局长

梁超说：“现在都在压茬作业，只要水一

排出，露出的部分就立刻开始清淤，目前

已完成约70%的清淤工作。”

当前，今年第6号台风“卡努”或将

影响黑龙江，雨情、汛情、灾情形势严峻

复杂。黑龙江省各级各部门将以最高标

准、最严要求、最快速度做好防汛防台风

各项工作，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闻汛而动 暖 心安置 合力重建
——黑龙江全力打赢防汛救灾“遭遇战”“主动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