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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现已进入主汛期，
暴雨洪涝灾害频发。 近日，
省民政厅党组集体调研考察
中央救灾物资长沙储备库，
专题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
工作。

省减灾委副主任、省民政
厅厅长唐白玉强调，当前我省
已进入主汛期，暴雨洪涝等灾
害频发高发，应急救灾任务非
常繁重，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省委书记杜家毫、省长许
达哲等省领导先后就灾情批
示指示10余次。为进一步做好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我省将加
强体系建设，切实提高防患和
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同时，
充分发挥中央救灾物资长沙
储备库的功能作用，并做好新
灾情应对工作，以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祝林书

省民政厅专题研究部署防灾救灾应对

封面编辑 / 刘永明
封面美编 / 张元清
封面图编 / 言琼
封面校对 / 张郁文

湖南日报社主办

邮发代号：41-118

三湘都市报：
http://sxdsb.voc.com.cn/

本报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一段 52号
邮编：410008

“走读湘江”9天游学
还有机会成为“小河长”

本报6月11日讯 近日，湖南
环保联合会开启了“走读湘江”游学
之旅活动， 招募12岁-18岁热爱环
保的中学生，亲历感受和汲取湖湘
文化的精髓， 实地体验和了解建
设生态湘江的责任， 通过考验的
同学，有机会成为湘江“小河长”。

据悉， 此次活动开启旅行+
读书+体验+行动的走读学习模
式，9天实地游历，5+本书籍阅
读，10+名师引导，1个研究项目，
1+环保公益行动。 从6月22日到
30日， 从湘江之源跟随湘江脉络
顺流而上直抵长江，途经永州、长
沙、岳阳等六座城市，有意者可拨
打85500081咨询。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刘苇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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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谈心录

本报6月11日讯 长沙昨夜
大雨倾盆，全市各地是否有汛情、
险情？ 记者今日从长沙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下称“长沙市防指”）获
悉，截至目前，全市各地没有出现
大范围洪涝灾情； 各类水库运行
正常，具体灾情正在统计中。据预
报， 未来两天长沙又将迎来中到
大雨。

此轮降雨向湘中一带发展

昨日，湖南382个乡镇出现暴
雨， 溆浦九溪江24小时降雨量达
177.3毫米。此轮降雨从湘西北开
始，逐步向湘中一带发展，强降雨
时段主要集中在10日22时至11
日10时， 这一时段的降雨主要发
生在怀化市溆浦、中方、鹤城、洪
江、芷江县（区），邵阳市洞口县，岳
阳市汨罗、平江县（市）以及益阳和
长沙市大部。

据实况统计，10日8时至11
日8时， 湘中以北出现强降水，共
计382个乡镇出现暴雨，77个乡镇
出现大暴雨， 最大降雨量出现在
溆浦九溪江， 达177.3毫米大暴雨
量级，怀化芷江11日3时至4时，最
大1小时降雨量为84.9毫米。

11日8时至20时， 我省降雨
主要发生在洞口、绥宁、会同、蓝
山、嘉禾、临武等县，点最大降雨
为洞口县罗溪站67.5毫米， 其次
为该县龙木坪站64.5毫米、 江口
站63.5毫米， 共3县6站降雨超过
50毫米。

国家防总10日已派出工作组
到我省，先后赴岳阳、怀化等地检
查指导。省防指先后调度五强溪、

凤滩、柘溪等水库通过洪前预泄、
加大发电出力等方式， 有效降低
坝前水位，为拦蓄上游洪水、减轻
下游压力创造有利条件。10日，省
国土厅、省水利厅共派出6个工作
组赴强降雨地区检查督导。

长沙或再迎中到大雨

10日8时至11日8时， 全省共
发布预警信号暴雨53县次，其中红
色预警信号11县次。发布雷雨大风
预警信号8县次、 雷电预警信号51
县次。

据省气象台预报，11日下午
到12日白天，湘西州、娄底、邵阳、
岳阳、长沙、怀化、湘潭阴天有中
等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其他地区
阴天间多云有阵雨；12日晚到13
日白天，湘北阴天有中等阵雨，局
地大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间多
云有小到中等阵雨；13日晚到14
日白天， 湘西南阴天有小到中等
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其他地区阴
天间多云有阵雨。

据长沙市气象部门预报，未
来两天长沙以中到大雨为主，“要
高度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长沙
市防指提醒， 进入主汛期后11天
时间， 长沙已经历3次强降雨过
程，目前，土壤含水量较饱和，极
易因后期强降雨导致泥石流、滑
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山洪灾害
易发区、 水库防守责任人要加强
巡查，发现险情，及时组织安全转
移，确保人员安全，坚决杜绝群死
群伤事件发生。

■记者 丁鹏志 陈月红
通讯员 杨粲 谭萍 陈诚

未来两天，长沙又将迎来强降水
本周降水频繁 雨带由北向南移动，全省严防山洪地质灾害

以河长制促河长治
———我省如何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
新年贺词中说： 每条河流都要有
河长了。此前，中央决定在全国推
行河长制，并专门下发了《关于全
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短短几个月， 河长制在河湖
众多的湖南迅速落地。在2017年
3月8日的《湖南日报》上，我省公
布了省、市两级河长名单：省委副
书记、 省长担任总河长， 省委常
委、 常务副省长及分管水利的副
省长担任副总河长， 其他省领导
分别担任湘江、资水、沅水、澧水
干流和洞庭湖（含长江湖南段）省
级河长……

以河长制促河长治， 维护河
湖健康生命， 我省将如何发力？

告别“九龙治水”
形成治河合力

河长，一河之长，是河湖管理
保护的第一责任人。河长制，是由
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的
河湖管理体制。

2017年以来，我省加快落实
中央统一部署，由省、市、县、乡各
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履

行河湖管理保护第一责任人职
责，全面推行河长制。从组织架构
来看， 纵向从地区党政主要领导
（省长、市长）开始，“系在一根绳
上”的还有县委书记、县市区长、
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等；横向从
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开始，组织、
宣传、发改、财政、环保、水利、农
业等21个部门都各有分工、 各司
其职， 谁都不能在河湖管理保护
上缺位。

可见， 河长制是一种新的河
湖管理体制， 最大限度整合了各
级党委、政府的力量，弥补了早先
“九龙治水”的弊端，使治水网络密
而不漏， 有利于形成治河合力，统
筹推进上下游、 左右岸的保护与
治理，从而系统解决水资源、水灾
害、水生态、水环境等突出水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
抓好河湖保护

2017年，是我省全面推行河
长制的开局之年。8月底前， 在河
流、水库、湖泊的显要位置，设立
河长公示牌， 标明河长姓名、职
责、河湖概况、管护目标和监督电

话等内容，接受公众监督……
省里要求，在2017年底之前

全面建立河长制责任体系。 其中
内在逻辑是， 把整个体制先建立
起来，把责任明确下来，并以问题
为导向，从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
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以及
水域岸线管理保护、 执法监督管
理等方面实现重点突破， 切实抓
好河湖保护。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按
照建设“绿色湖南”的总体要求，
进一步强化河道管理规划约束，
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有效保护河
湖资源，促进河湖休养生息，维护
河湖生态功能。

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我
省河流众多，5公里以上的河流就
有5341条，不同的河流有不同的
情况，治理、管控的措施就要有所
区别，决不能搞“一刀切”、一个办
法用到底，要从不同地区、不同河
湖实际出发， 统筹上下游、 左右
岸，实行一河一策、一湖一策，重
点解决突出问题。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省河长
制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按照

职责分工，针对侵占水域岸线、围
垦湖泊、非法采砂、非法排污、破
坏航道、非法养殖、电鱼炸鱼以及
河道黑臭水体、垃圾堆放等问题，
开展清理整治和专项执法行动，
严厉打击涉河湖违法违规行为。

落实河长制，促进河长治

河长会不会是个虚职？ 我省
从五个方面入手， 确保河长制落
到实处。

———建立责任体系，实行“一
河一河长”。5公里以上的河流及
水域面积10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
都要实现全覆盖，每条河、每个湖
都要有河长， 每个行政区域内的
河道都必须要有河长明确责任。

———掌握河湖情况，实现“一
河一档案”。 湖南的河流湖泊众
多。每个地方建立河长制后，对辖
区内的每条河、 每一个河段存在
的主要问题以及现阶段需要重点
解决什么问题，要做到心中有数，
实现问题导向，理清思路，建立河
湖的档案，把情况弄清楚。

———把准问题症结，实现“一
河一策略”。 要根据每一条河、每

一个河段存在的不同问题、 不同
症结，采取不同策略。

———突破重点难点，做到“一
河一亮点”。省里要求，每一个河
长对其负责的河流、 河段， 在减
污、环境治理、河道保洁、采砂整
治、安全整治等方面，针对存在的
问题采取有力措施， 至少在一个
方面要有亮点。

———建立考核机制，实现“一
河一考核”。通过“一月一晒、一季
一督、一年一评”的工作措施，对
每一个河长都要进行考核。 利用
“考核问责”和“奖优罚劣”的工作
杠杆，强化地方政府对河湖管理
保护的主体责任，调动相关职能
部门对河湖管理保护的主动积
极性。

古有大禹治水“通九道”，今
有河长上岗美河流。 通过全面推
行河长制，把治水与治山、治林、
治田、治湖有机结合起来，必将加
快实现“水系完整、水量保障、水
质良好、河流畅通、生物多样、岸
线优美”的目标，为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提供坚实保障。

■供稿：省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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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以来的降雨（截
至11日17:00）， 共造成长沙、
邵阳、益阳、怀化、湘西州5个
市州18县（市、 区）94个乡镇

6.67万人受灾，紧急转移人口
0.41万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
3.83千公顷， 倒塌房屋43间，
直接经济损失0.99亿元。

灾情 本轮强降雨致6.67万人受灾

进入6月，长沙已经历3次强降雨。图为湘府西路，市民撑伞在
大雨中出行。 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