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12日讯 10日晚，湘西
州副州长、 州公安局局长王学武带
队，率公安、消防等部门组成专项检
查组， 对凤凰古城内酒店、KTV等
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春节前消防安全
专项检查行动。

检查组人员重点查看了各场所
的消防安全出口、疏散通道、自动喷
水、固定消防设施等完好情况，就消
防责任落实是否到位，消控室值班人
员是否在岗在位，微型消防站是否建
立健全等进行详细了解。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消防安全隐
患，督促相关单位立即整改消除，并采
取有效防范措施确保消防安全。同时
要求各单位责任人加强内部消防安
全自查，确保全州人民过上一个安静
平和的春节。 ■通讯员 石敦华

2月6日， 在邵阳市双
清区龙须塘老工业区，记
者见证了这里的环境治
理， 严重污染多年的老工
业区，如今水清天蓝，绿草
茵茵。曾经的污染重地，经
一年多的艰辛治理， 告别
了历史。

【巨变】
臭味没了，水变清了

蓝色的厂房围挡、高
耸的机械设备， 在周边满
眼土黄色景象中异常鲜
明。 这是记者到达永清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两沟”环
境污染综合治理项目部的
第一眼印象。

洋溪沟、 龙须沟位于
双清区龙须塘， 上世纪60
年代国家“三线”建设，先
后在此布局了医药、化工、
皮革、水泥、纺织等企业，
是计划经济时代邵阳市经
济建设的重要阵地。 几十
年来， 由于企业污染治理
设施不完善， 废水未能达
标排放，长期积累，重金属
污染严重超标，“洋溪沟、
龙须沟” 两沟已经变成了
城市黑臭河流， 对环境构
成安全隐患， 也对当地人
民群众的健康生活造成较
大影响。

永清环保“两沟”环境
污染综合治理项目经理肖
勉告诉记者，2017年7月的
时候， 洋溪沟还是一潭死
水，淤泥沉积、重金属数据

超标、 水质恶臭、 水葫芦疯
长。“在资江入河口往上二公
里的河道， 用八轮的货车运
输水葫芦不下40车， 每车都
是20立方米的量。 这里以前
河道附近臭气冲天， 淤泥垃
圾泛滥， 河道附近连庄稼都
没人种了， 更别说什么过来
饮牛、种菜啦。”

经过治理后， 如今的羊
溪沟臭味没了，水变清了、牛
羊又来吃草了， 连庄稼都不
种的荒地有人种菜了。 记者
现场看到， 有几处河道边零
星点缀着大白菜、红菜薹、蒜
苗、莴笋等时令蔬菜。

【未来】
打造风光带市民休闲地

“我们将河道里的淤泥
挖出来运干化厂房， 添加适
量的离子矿化稳定剂混合搅
拌， 与淤泥中的重金属和有
机物污染物进行反应， 底泥
处理完成并经第三方抽样检
测合格后， 将其送到灰坝填
埋场填埋。”肖勉向记者介绍
污泥治理。

据了解，截至当天，邵阳
市“洋溪沟 龙须沟”两沟环境
污染综合治理工程已完成6.7
公里河道底淤清理， 完成河
堤干砌石护坡6公里，项目计
划今年6月完成竣工验收。届
时， 防洪堤和绿化带建设也
将完成， 洋溪沟和龙须沟将
会被打造成更干净、 美丽的
风光带，供市民休闲娱乐。

■记者 和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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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臭水沟，今成清水渠
邵阳洋溪沟、龙须沟改造变形记

消防安全“四大行动”

本报2月12日讯 湘西州全面贯
彻落实公安部《关于规范电动车停
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要求，
近日印制两万份电动车充电消防警
示标贴，在辖区内广泛张贴。

9日上午，湘西消防支队监督执
法人员走进辖区电动车销售点，为
待售电动车张贴消防警示， 并向销
售人员讲解电动车安全停放、 充电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叮嘱销售人员
提醒消费者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
电动车火灾防范常识， 坚决做到电
动车有序停放、安全充电。

“电动车充电易引发火灾，严禁
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车在楼道走
廊、地下室充电！”警示标贴色彩亮丽
引人注目， 贴在待售电动车醒目位
置，扮靓了电动车更拉起了电动车消
防安全警戒线。 ■通讯员 石敦华

凤凰展开节前消防督查

湘西宣传电动车安全充电

近日， 各大门户网站纷纷
转载一篇题为《监测显示湖南
基本不会发生地震》的报道。报
道称，“湖南省现代测绘基准精
化” 项目监测结果显示：“湖南
地壳都是统一朝一个方向运
动，内部相对的挤压非常小，基
本上不会发生地震活动。”

这一论断引起全省广大网
民， 特别是地震研究行业从业
者的关注：湖南果真是地震“安
全岛”？我省是否不再需要抗震
设防？

2月12日，记者就此采访了
省地震局有关专家，专家表示，
无论从我省历史地震记录或近
几年地震记录的实例， 还是从
地震复杂成因考虑，“湖南省基
本不会发生地震” 的结论都是
伪推断。 湖南地区地震活动水
平较弱， 但并不代表基本不会
发生地震。

平均每年发生约60次地震

“据史料记载，全省14个市
州均发生过破坏性地震。”省地
震局副局长张彩虹告诉记者，
我省历史上发生4.8级以上地
震达22次，其中，1631年8月14
日发生在常德的6.8级地震，是
华南内陆最大的地震之一。

近年来， 我省小震活动频
繁， 地震区域主要集中在湘北
的常德，湘中的娄底、邵阳、宁
乡，湘南的郴州等地。

2016年全省地震频度和强
度明显增强，共发生地震52次，
其中，3.0级以上7次、2.0级以上
21次、1.0级以上20次、1.0级以
下4次，最大地震为2016年7月
8日郴州4.1级地震， 当地居民
震感较强烈。

而2017年全省地震频度和
强度又有所下降， 全年共发生
地震19次，无3.0级以上地震。

“水库诱发的地震在我省
也时有发生。” 张彩虹表示，东
江水库、黄石水库、南冲水库、
江垭水库等都曾发生过类似地
震，其中，东江水库自1986年蓄
水以来已发生过5000多次地
震，但影响范围较小，没有造成
大的破坏。

省地震局监测数据显示，
自1971年我省有现代仪器记
录地震以来，平均每年都能监
测到约60次地震，只是绝大多
数地震震级在3.0级以下，破坏
性小，往往在“无感”中开始和
结束。

湖南多发
构造地震和诱发地震

“‘湖南省现代测绘基准精
化’ 项目是湖南省测绘地理信
息‘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工作任
务，由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湖南
省测绘科技研究所、 武汉大学
共同承担， 主要用于提高野外
测绘作业的效率， 快速提供精
确的地理位置信息服务。”省地
震局监测预报处负责人向记者
进行说明， 这一项目基于GPS

进行观测， 通过数据处理分析
得出“湖南地区地壳运动的一
致性和稳定性较好” 的结论，
“结论是没问题的。”

该负责人介绍， 早在20世
纪80年代末期，GPS就开始应
用于地壳形变监测，目前，中国
地震局也已将卫星导航定位技
术观测应用于地震地壳形变观
测。但地震预报是一个多参数、
多手段、 多物理量的综合分析
的过程， 地壳形变并不是地震
发生的充分条件， 按地震形成
原因划分，地震分为构造地震、
火山地震、陷落地震、诱发地震
等类型。

湖南境内发生的地震主要
为构造地震和诱发地震。 省地
震局专家表示， 构造地震除了
受地壳运动影响外， 还与震区
的深部地质构造背景密切相
关。 总体上湖南区域现代构造
活动水平不强， 但除地壳构造
特征和运动速度外，岩层分布、
岩石组分等多种因素也影响着
地震能量的积累与释放。

而诱发地震则与诱发机制
和人类活动有关。 我省位于华
南地震区长江中游地震带，境
内石灰岩地层分布较广， 因此
地下溶洞比较发达， 矿产也比
较丰富，诱发地震因素比较多。

“综合来看，不能依据‘湖
南地壳都是统一朝一个方向运
动，内部相对的挤压非常小’这
一监测结果，得出‘基本上不会
发生地震活动’的结论。”

存在发生中强地震的背景

“在中国新一代地震区划
图中， 湖南属于中强地震活动
区，其中，环洞庭湖地区，包括
常德、岳阳、益阳等地，地壳活
动水平相对更高。”第五代地震
区划图主编、 中国地震局地球
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高孟潭说。

在我省境内， 共有两组断
裂带发育， 一组呈北东向或北
东东向深断裂带横贯全省，以
平行或侧列式展布； 另一组是
北北西向或近南北向的断裂带
或深断裂带纵贯湘中和湘南地
区。“据初步分析， 第四纪活动
断裂有22条。”省地震局科学技
术处负责人表示， 这意味着我
省存在发生中强地震的背景。

虽然与四川、云南、青海等
地震多发地区相比， 我省地震
频次与强度均较低， 但研究表
明， 湖南由于自身的构造位置
与地质条件， 地震活动具有震
源浅、 地震烈度偏高的特点，
3.0级左右的地震就可能造成
破坏，4.0级左右的地震就可能
成灾。

省地震局专家表示，目前，
地震预报仍是世界性科学难
题， 要全面提升地震综合防御
能力，在强化科技能力的同时，
还必须正确引导公众对本省地
震活动情况的科学认知，“宁可
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欧阳承新

湖南基本不会发生地震，属实吗？
省地震局专家：湖南地区地震活动水平较弱，但“不可一日不防”

2月6日，邵阳市双清区龙须塘老工业区，洋溪沟河段正在进行清淤疏浚。 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