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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雨 摄影报
道）汛情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
任。连日来，我市降雨频发，防汛
形势严峻。海东市部分公路受到
不同程度影响，多条干线公路出
现山体滑坡、塌方落石等灾害，给
道路通行带来了一定压力。为有
效保障公路安全度汛，海东公路
总段“汛”速行动，冲锋在前，始终
坚守在抗洪抢险、防汛保通一线，
全力以赴守护广大群众出行安
全。

据了解，受 9 月 8 日至 9 月 9
日连续降雨影响，海东境内的国
道 341 胶海线（下河村段）、省道
201 五官公路（陈家村段）、省道
206平隆线（青沙山段）发生不同
程度的塌方、落石；国道 213策磨
线（隆务峡段）（尖扎棚洞段）、省
道 306 官哈线（盘龙曲玛村段）、
省道 204扎碾公路（赵家湾村段）
等多处路段发生泥石流上路、过
水路面等灾害。其中，国道 310
连共线（塔沙坡段）发生小型山体
大面积滑坡，造成交通中断，车辆
无法正常通行。

面对强降雨天气，海东公路
总段提前谋划，对水毁应急抢险
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海东各

县区公路分段根据防汛工作要
求，快速反应、积极应对，在雨前
对辖养全线进行重复摸底式排
查，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和隐患排
查力度，及时清除路面桥面淤泥，
清理疏通桥梁伸缩缝、涵洞、边沟
等排水设施，同时重点对路基路
面、桥梁涵洞、临水临崖、高边坡、
易发生水毁路段坚持全面防范和
重点盯防相结合的方式安排人员
加强监测巡查，及时开展清淤保
通工作，做到发现一处，控制一
处、清理一处，坚决筑牢防汛抢险
第一道防线。

从9月8日夜间至9月9日，面
对辖养路段出现多处泥石流、路基
水毁、落石等险情，海东公路总段
党员干部与应急队员深入抢险第
一线，及时开展抢险清理作业。在
抢险现场，应急抢险人员顾不上个
人安危，冒雨持续奋战在水毁最前
沿，一处接着一处清理水毁塌方，
疏通道路，挖机过不来就用人力搬
运，直至将塌方清理完毕。按照

“先通后畅”的原则，坚持有险必
排、有阻必通、有障必清，全员上
路、多点作业、分段推进，全力以赴
做好道路抢险保通工作。

海东公路总段以维护公路通

行环境安全畅通为核心，充分发
挥“路警气企”联动机制信息互通
共享、优势互补作用，联合相关单
位对泥石流、塌方、滑坡等导致道
路受阻情况进行交通管制，及时

发布气象路况信息，提醒保障部
门做好应急准备，给司乘人员提
供安全绕行线路。

自入汛以来，面对各类公路
灾害，海东公路总段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日夜奋
战在应急抢险保通一线，以专业的
素养在最短时间内抢通阻断公路，
保障群众安全出行，用实际行动展
现新时代公路人的责任与担当。

海东全力以赴消除汛期道路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郝志臻 通讯员 隆
少琼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
预警’已发布，大家及时入村开
展群众转移工作，应转尽转，不
漏一人……”9 月 3 日下午，海东
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巴州镇各
微信群内的防汛通知响了起来。

面对连续多日的降雨，民和
县巴州镇第一时间打造了一支由
党员先锋队组成的防汛救灾抢险
队。370 余名党员干部主动冲锋
在防汛救灾前线，当好防汛救灾
宣传员、吹哨员、预警员、战斗员，
切实保障了全镇人民群众生命和
财产安全，让党旗在防汛抗洪救
灾一线高高飘扬。

在防汛的战场上，一名党员
就是一面旗帜，永远飘扬在群众
最需要的地方。

“小韩，这会儿雨势不大，你
先眯一会儿吧，有情况我随时叫
你。”凌晨 4 点 17 分，巴州镇副镇
长徐花推开党政办小木门对着里
面的工作人员说道，虽然有些疲
倦，但她的眼神依然透着坚定。

“各村请注意！本轮降雨已
持续 10 小时，出现山体滑坡、山
洪和塌方等灾害的风险很高，请
大家务必看管好已转移的群众，
防止群众擅自回流造成伤亡。”在
巴州镇防汛工作群内众人再次收
到了徐花发送的提醒信息。

大暴雨中，徐花踩着泥泞，带
领镇应急小队成员匆匆赶到地质
灾害隐患点，挨家挨户敲门询问，
耐心劝导群众撤离。“今晚后半夜
还有大暴雨，别在这里住了，很危
险的，听党委政府的安排吧，我们
大家统一转移到村委会住几天吧，

鸡羊先赶回圈舍棚里，我们等汛期
过了再回来照看也不迟……”她
耐心地做群众的劝导工作。

一身过膝的雨衣，一双不太
合脚的雨靴，一支手电筒……从8
月 29日防汛号角吹响之始，徐花
便以此装扮来往于村镇8日。

而她仅仅只是巴州镇数十名
在雨夜中奔走的党员之一。

自进入汛期以来，巴州镇党
委政府立即启动了叫应叫醒机
制，规划详细的人员撤离路径与
方法，确保防汛物资以及食品、帐
篷等生活物资准备充足，稳步推
进实现应急物资储备库标准化建
设、规范化管理、有序性使用，配
齐防汛期间个人安全防护“五小
件”，明确防汛物资清单，统一采
购、统一入库，并由专人管理，严
格物资进出管理制度，为防汛抢

险构建坚强的后盾。全镇共储备
“五小件”1119 套，防汛沙袋、铁
锹、扩音喇叭、手套等各类防汛救
援物资1739件。

截至目前，巴州镇共排查灾
害点26个，切坡建房隐患点3处、
山洪灾害隐患点 4 处、涵洞 7 处，
应转 138 户 714 人，已转移 304 户
1046人。

强降雨预警发出后，巴州镇
高度重视，按照“雨前排查、雨中
巡查、雨后核查”要求，加强安置
点服务保障。各包片领导、镇村
干部、驻村工作队员分组入户开
展“敲门行动”；各村党支部切实
扛牢防汛责任，全力做好安置群
众后勤保障工作。

巴州镇各村党支部紧跟镇党
委防汛部署安排，严格落实 24小
时值班值守及预警信息叫应叫

醒、紧急避险、现场指挥协调等工
作机制。各村党员干部冲在防汛
一线，以敲门入户形式对居住在
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村民进行重点
劝导转移，并开展隐患排查、物资
储备等各项工作，确保及时有效
应对汛情，全力保障村民生命财
产安全。

“对于转移安置的群众，我们
将责任落实到人，采取镇、村、网
格员三级管理机制，避免人员回
流，同时我们还在全镇继续梳理，
对居住在隐患点的群众特别关
注，确保转移群众能够得到好的
安置。”镇党委书记谢成义表示，
截至目前，全镇设置集中安置点
15 处，村委会集中安置 91 人，投
亲靠友 317 户 1047 人，在各村每
一个转移安置点上，都安排专人
了解安置群众的需求，疏导情绪。

风雨同舟党旗红

□本报记者 李永兰
“我们一定会做好防汛备汛

各项工作，齐心协力筑起守护生
命的‘红色堤坝’。”9 月 4 日一场
防汛部署会结束后，海东市化隆
回族自治县巴燕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马建国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
段话。

连日来，化隆县大部地区累
计降水量大，引发滑坡、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的风险极高。为积极应
对强降雨天气，巴燕镇充分发挥
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动员全镇党员干部冲锋在
前，在防汛一线亮明身份、勇挑重
担，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以“满格在线”的状
态答好“防汛大考”答卷。

“现在是防汛救灾关键时期，
我们绝不能麻痹松懈，要保证各
防汛重点部位巡查到位、人员转
移安置到位、突发情况处置到位，
落实好各项防汛措施。”马建国
说。

“大妈，今天晚上会有持续
性暴雨，你们家这里是地质灾
害隐患点，必须马上转移到安
置点……”9 月 4 日晚上，哈洞
村党支部的 4 名党员和志愿者
一道前往隐患点，转移存在安
全隐患的 3 户村民。

马建国介绍，哈洞村隐患点

距离村委会驻地 2 公里，因背靠
山洪易发区域，发生滑坡、泥石流
等自然灾害的风险非常高，是哈
洞村重点监测区域之一，截至晚
上 10点，哈洞村存在安全隐患的
村民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雨情就是号角，汛情就是命
令。面对强降雨天气，巴燕镇镇
村党员干部紧盯地质灾害隐患
点、河道堤坝、道路桥梁等重点区
域、重点部位、重点人员，对地质
灾害隐患点是否有开裂、河道是
否畅通、排水口是否堵塞、警示牌
是否完好等问题进行拉网式全方
位排查，做到隐患点情况明、底数
清，管到位，隐患早发现、早应对、

早处置，将战斗堡垒建在任务最
险重、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当好风
雨“守护人”。

这段日子，每次降雨，巴燕镇
武装部部长张维新都会对全镇易
积水的点位进行巡查。“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要时时处处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张维新说，他将尽全
力做好汛期巴燕镇易积水点位的
排查和治理工作，为人民群众筑
好安全防线。

巴燕镇党委和各村党组织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制定简洁明了、行之有效的群众
转移安置预案，党员干部第一时

间对临崖、河道周边等地质灾害
隐患点处的人员进行“应转尽
转”，以预防为先，主动拉起了安
全大防线。截至目前，巴燕镇通
过安排投亲靠友、党员活动室安
置等有效手段转移群众 260 户
967人。

马建国表示，巴燕镇各级党
员 干 部 将 继 续 紧 绷 防 汛 这 根

“弦”，严格按照防大汛的工作要
求安排部署，密切监视水情、雨情
变化，加大隐患排查力度，严格落
实值班值守制度，筑牢群众防汛
安全思想防线，最大限度减轻灾
害损失，为全镇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筑牢“安全墙”。

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马晓妍

近日，我省迎来今年入汛以来
最强降水。受持续暴雨影响，海东
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发生暴雨
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
响，雨水顺着道路流入庄稼地，部分
农田被淹没，部分玉米倒地……

连续几日在防汛救灾现场，
随处可见甘都镇干部群众不停地
忙碌在防汛救灾一线的身影。

“最近几天夜晚大雨如注，连
续几个晚上我没睡过一个整觉。”

甘都镇上四合生村党支部书记、
村主任马文青说道。

马文青和所有甘都镇的党员
干部一样，连续奋战在防汛救灾
一线，排查隐患点、转移安置群
众、排水清淤……

逆雨而行的身影，成为雨夜
中最动人的风景。汛情来临前，
甘都镇党委书记马祥在微信工作
群里发信息：“各村党支部书记要
做到临危不乱，迅速组织党员干
部开展地毯式排查，要到村到户
到人做好‘叫应叫醒’……”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
名干部就是一根标杆。连日来，
马祥带领甘都镇 40 余名干部职
工和 29 名村两委成员、110 余名
党员干部积极投身第一线，在防
汛救灾中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硬核力量
筑牢红色堤坝，让党旗在防汛救
灾第一线高高飘扬。

随着一轮又一轮的降雨，一
条接一条的预警信息，甘都镇110
余名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投入防汛
减灾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

使命。甘都镇党委政府根据地质
灾害防御工作预警积极响应，党
政主要领导靠前指挥调度处置，
迅速落实相关工作措施，确保组
织保障到位，人员队伍到位、物资
保障到位、值班值守到位、信息报
送到位、应急处置到位。

甘都镇按照“包片领导+村两
委成员+党员志愿者”模式，第一
时间把汛情预警、防范须知等信
息宣传到户、落实到人。甘都镇
党委政府深入开展山洪灾害、地
质灾害、老旧房屋等危险区域群

众摸排，对全镇处在汛期重点防
范区的 11 个村受威胁对象 1277
名群众实行“一对一”“一对多”挂
钩对接，并通过微信群、应急喇叭
实时发布预警信息，切实引导群
众增强防护意识。

“甘都镇将持续落实‘雨前排
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的工作
要求，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开
展汛期排查工作，确保关键时刻
采取有效防范应对措施，最大限
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马祥表示。

防汛一线彰显“红色担当”

本报讯（记者 孟霞）农用残膜回收是保护农业生态环
境、促进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要举措。连日来，海东市互助土
族自治县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农用残膜得到有效回收和处
理，为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推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为确保残膜回收工作落到实处，互助县在成立残膜回收
利用工作实施小组，明确责任分工的基础上，加强监督管理，
对各乡镇的残膜回收工作进行检查和评估，对发现的问题及
时督促整改，确保农用残膜应收尽收。

记者从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了解到，互助县在蔡家
堡乡、西山乡、东山乡、五峰镇、林川乡等16个乡镇设立了38
个残膜回收站（点），各乡镇建立回收点集中回收、使用者捡
拾回收、企业加工利用的回收体系，确保互助县农田残膜实
现应收尽收，实现“田间地头无裸露残膜，村庄、林带无飘挂
残膜，无随意焚烧、填埋残膜造成二次污染”的“三无”整治目
标。

同时，互助县严格推行“谁使用、谁捡拾、谁回收”制度，
要求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在农作物收获后，及时回收并交
售至指定回收站（点）。同时，协调农膜生产企业与回收企业
加强合作，确保回收的残膜能够得到及时转运和加工利用。
通过签订残膜回收协议，明确各方责任和义务，有效推动了
残膜回收工作的落实。

为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回收意识，互助县充分利用新闻
媒体、宣传资料、横幅标语等多种形式，加大农田残膜危害、
回收重要性和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回收
残膜、保护环境的意识，使残膜回收工作成为广大农民群众
的一项自觉行动。同时，互助县制定了残膜回收补贴政策，
对回收上交的残膜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有效提高了农民群
众的回收积极性。截至目前，互助县已累计回收残膜 124.6
万公斤，今年预计完成 377万公斤农田残膜回收。今后，互
助县将继续加大残膜回收工作力度，进一步完善残膜回收体
系和政策措施，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再上新台阶。

互助农田残膜
实现应收尽收

本报讯（记者 张璐 通讯员 岩子）近日，海东市民和回
族土族自治县出台《民和县基础教育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2024年—2027年）》，全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教育保障能
力和教育发展水平，不断构筑民和县基础教育破茧成蝶的腾
飞梦。

近年来，民和县把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发展工程，
始终坚持教育优先战略不动摇，锲而不舍抓基础、强师资、提
质量，有力推动全县基础教育均衡发展。9月9日，民和县召
开全县教育工作暨庆祝第 40个教师节大会，回顾民和教育
的发展历程，深刻分析当前面临的教育困境，并就举全县之
力实施“三年行动计划”进行全面动员部署。

据了解，过去三年，民和县累计整合投入教育经费38.8亿
元，先后实施灾后重建、信息化等项目 63个，新改扩建校舍
7.19万平方米、运动场1.06万平方米，办学条件持续改善。公
开招聘中小学教师 560名，聘用银龄讲学教师 31名，交流校
长、教师358名，选派支教教师57名，评定职称649人次，师资
队伍不断焕发新活力。完善控辍保学联控机制和监测制度，
全县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
学率分别达93.31%、98.12%、96.51%，幼儿园公办园占比提升
13.9个百分点，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8.71%，民和
县职校313名学生获得国家级技能证书。坚持“五育并举”，
打造省级美育和劳动教育实践基地3处、示范学校5所，累计
发放各级各类免、助、奖等资金2.29亿元，扶助困难学生28.75
万人次，无一例学生因贫困失学。开展“十三类重点学生”关
爱保护4112人次，弱势学生群体权益得到有力保障。

今年，民和县委县政府出台《民和县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三年行动计划（2024年—2027年）》，确定“一年强基础，两年
见成效，三年进前列”的奋斗目标，提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用改革的办法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教师队伍整体素
质、教研督导水平，加强教育教学质量考核评价，推进民和教
育破局突围、追赶跨越，努力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有
温度的人民满意教育。

“三年行动计划”从2024年9月起至2027年8月结束，分
为强基础、见成效、进前列三个阶段推进。今年作为“三年行
动计划”的起步之年，民和县新招聘和调入教师309名，对民
和县官亭镇土族高级中学及 14所教学点完成撤并，26项地
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如期完工，灾区学校办学条件得到跨越
式改善。同时决定从今年起连续三年每年增加局机关所属
事业单位编制 10名，在县级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连续三年每
年拨付基础教育质量提升支持资金200万元。

民和出台基础教育质量
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近日，2024年政府购买农村（牧区）关爱服务项目——
“向阳花开”为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北山乡的孩子们
开展了一系列娱乐性、专业性的服务，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
课余生活，也对他们的身心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图
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李永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