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云南省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局普洱支队  文/
图）   7 月以来，普洱市区域内
降雨显著增加，云南省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局普洱支队辖
区昆磨高速公路、墨临高速公
路及各国省干线公路均受到不
同程度影响，防汛形势日趋严
峻。云南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局普洱支队交通执法人员

对辖区公路及重要桥梁、涵洞
等关键设施进行了巡查，着重
关注易发生水毁、滑坡等地质
灾害的路段，多频次巡查路面、
边坡坡面是否存在渗漏水、落
石，检查涵洞排水设施、危岩及
两侧护坡稳固情况，并在巡查中
及时清理路面倒伏树木、落石等
路面障碍物，用责任与行动守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田婷  文/
图）   入汛以来，江城哈尼族彝
族 自 治 县 7 个 乡（镇）成 立 由
3730 名队员组成的 557 支“新时
代 国 门 先 锋 队 ”，通 过 县 、乡

（镇）、村（社区）、组四级联动机
制，激活“支部书记、党员、先锋
队 员 、群 众 ”四 级 联 保 工 作 制
度，形成支部书记联系党员、党

员联带先锋队员、先锋队员联
保群众的防汛“红色”网格 673
个，先锋队员每人包保 3 至 10
户 ，严 格 落 实 防 汛“1262”预 警
叫应机制，明确叫应各小组“第
一响应人”，关注重点区域、重
点人群，做好巡查巡逻，确保及
时预报预警、快速响应、火速抢
险、安全转移。

江城县 省交通执法局普洱支队

为进一步提升医院应对突
发暴力事件的能力，保障医患人
员的生命财产安全，8 月 13 日，
普洱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开展安
全防范教育全员培训及应急演

练，通过模拟真实场景，检验和
提升医院反恐防暴应急能力，增
强全院职工的应急反应和安全
防范意识。

（记者  吕禾  付义媛  摄影报道）

普洱市妇幼保健院：
反恐防暴应急演练守护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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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以来，普洱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防范胜于救灾”理念，立足实际，压紧压实防
汛责任，加强汛期安全排查，认真做好防汛物资保障，紧绷防汛“安全弦”，打好汛期“主动仗”，筑牢汛期“安
全堤”，确保安全度过汛期。

紧绷防汛“安全弦”  打好汛期“主动仗”

本报讯（通讯员  李婷  彭思
郭）   当前，思茅区正处于“七下八
上”的防汛关键期。思茅区气象
部门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加强预
报预警，准确及时发布气象灾害
预警，多措并举做好汛期气象服
务，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
线。

数据显示，进入雨季以来，思
茅区累计降水量 774.4 毫米，较常
年同期偏多 20.6%。降水空间分
布异常不均，降水强度异常偏强，
气象灾害风险高于常年同期。为

应对严峻防汛形势，思茅区气象
局充分利用智能网格预报应用分
析平台密切观测天气，及时发布
预报预警，提供最新雨情和临近
预报，加强与应急、水务、自然资
源 、住 建 、农 业 等 部 门 的 协 调 沟
通，做到共享实时信息，确保预警
信息及时传递。今年以来，气象
部门累计发布各类预警信号 253
期，“1262”精细化预报专题服务

289 期，重要天气预报 14 期，重要
气象信息专报 6 期，为全区防汛减
灾提供科学有力的决策依据。

思茅区气象局工作人员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平台显示的雷
达回波情况，再根据全区 74 个气
象监测站的实时降雨情况，综合
分析研判区域内将会出现的气象
情况，及时发布预警信号，同时开
展强降水“1262”递进式预报预警

工 作 ，提 前 12 小 时 预 报 强 降 水
（大于 50 毫米）落区精细到区，提
前 6 小时、提前 2 小时预报强降水

（大 于 50 毫 米）落 区 精 细 到 乡
（镇）。

思茅区气象局副局长张韡珺
表示，将落实好“1262”精细化预
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做到滚动监
测、滚动预报、滚动预警，着力提
升 气 象 预 警 的 指 向 性 和 时 间 提
前 量 ，为 防 灾 减 灾 争 取 更 多 时
间，筑牢思茅区气象减灾第一道
防线。

本报讯（通讯员  颜瑞彬）   
面对近期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
和潜在的防汛压力，孟连傣族
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景信乡提前
预警、快速响应，扎实有效开展
防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严密部署，强化责任落实。
景信乡严格执行乡主要领导带
班和乡、村两级 24 小时值班制
度，遇到灾情及时上报、及时救
援。在接到预警信息后，景信乡
党政领导班子立即对低洼地带、
易滑坡区域、危旧房屋等重点区
域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不漏一
户、不落一人。对需要转移的群
众，制定详细的转移方案，明确
转移路线、安置点和责任人，确
保转移工作有序进行。

排查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按照“全领域、全覆盖、零死角”

的要求，以辖区河道、地质灾害
点、高陡边坡、低洼地带等为重
点，党政领导班子组织包组干
部、村组干部加强监测巡查，对
各河道的水位情况进行定时监
测，查看各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着重防范暴雨天气可能诱发的
滑坡、崩塌灾害，第一时间整治
安全隐患，最大程度保障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宣传引导，强化防范意识。
乡、村、组通过微信工作群、电
话等方式，及时推送雨情信息、
气象预警，便于村民第一时间
掌握信息，告知群众提前应对。
同时，组织乡、村两级干部对隐
患点周围群众开展入户走访，
普及汛期相关安全知识，引导
群众自觉开展隐患自查，提升
安全防范意识。

本报讯（通讯员  谢元成  陶
萧屹   文/图）   “水位还在上涨，一
定不能掉以轻心！”“巡查中要观
测水位变化，随时报送水情。”“要
加强对桥梁、河道等易堵塞地段
的重点巡查。”当前，正值“七下八
上”防汛关键期，宁洱哈尼族彝族
自治县梅子镇水务工作人员周筱
漪时常提醒河道管理员蔡琼。

为切实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梅子镇提前做好防范应对措施，
紧 绷 防 汛 思 想 弦 ，强 化 预 报 、预
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贯通
雨情、汛情、工情、灾情“四情”防
御，全面压实主体责任。

严格落实转移避险网格精细
化管理，以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担
任网格长，行政村、自然村民小组
党支部、党员担任一、二、三级网
格长，构建班子成员包村、村组干
部包段、党员包户的网格化责任
体 系 ，全 力 抓 牢 抓 实 防 汛 工 作 ，
形成“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
具体抓、涉及站所及各村抓落实
的工作格局，扎实做好各项防汛
减灾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
障。

按照“汛期不过，排查不停”
的工作原则，一方面，强化灾情统
计报送、值班值守、紧急叫应等工
作的培训和监督检查，确保工作

责任全面压实。另一方面，盯住
地质灾害易发区、沟渠、坝塘水库
淤地坝区等关键部位、重点区域
和薄弱环节，地毯式加大巡检排
查力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全
力 防 范 化 解 风 险 隐 患 。 今 年 以
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村组全覆
盖开展各种隐患排查 300 余次，排
查防洪通道 100 余公里，清理疏通
河道 10 余公里、渠道 10 余公里，

确保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树牢底线思维，做到“手中有

招”。结合镇、村实际，完善应急
预案，全力做好应急物资、装备储
备，确保做到“有备无患”。严格
落实防汛“1262”预警叫应机制，
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发得出、
传得到、叫得响”，着力打通信息
传递“最后一米”，消除预警信息
发布处置的“盲区”和“死角”。加

强抢险救灾队伍建设，强化模拟
演练，全覆盖组织 6 个村委会、95
个村民小组开展洪涝地质地震灾
害抢险救灾综合演练和群众转移
避险演练 96 次，全面提升群众自
救能力及抢险队伍应急抢险救援
能力和水平。同时，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带班带岗制
度，加强预测预报，充分发挥“第
一道关口”作用，健全信息共享与
应急联动机制，确保一旦发生汛
情能够及时上报、科学调度、有效
处置。

强化群防群治，切实做到“宣
传有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系统开展防汛安全知
识宣传和警示教育。“线上”利用
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大喇叭等广
泛宣传防汛度汛、自救互救、避灾
减灾及警示教育等防汛知识，全
面提高思想认识；“线下”充分运
用工作例会、走村入户、发放宣传
资料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普及防
汛抗旱及避险知识，在各涉水区
域、坝塘等风险隐患点设立醒目
责任安全牌、警示标识牌，增强防
范 意 识 和 自 救 自 护 能 力 。 通 过

“线上+线下”双管齐下，切实筑牢
群防群控、防汛避险的防御底线，
形成齐抓共管和共同防护的良好
氛围。

本 报 讯（通 讯 员  高 思 笠  李
楠）   近期，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民乐镇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
村、组发生山洪泥石流导致公路受
创，交通中断，民乐镇闻“汛”而动，
前往抢险一线，全力做好汛期保通
保畅工作。

“ 汛 ”速 出 击 ，应 急 保 通 暖 民
心。连续强降雨导致民乐镇大河
边村大钟山村民小组近 30 米长的
路段被塌方泥石流覆盖，道路中
断，直接影响到曾家村、金 竹 园、
石家村三个村民小组共计 76 户群
众出行。相关部门紧急协调装载
机一台，组织专业人员连续奋战 5
个小时，及时清理泥石流，恢复该
路段通行。同一时期，民乐村箐
头 村 民 小 组 路 段 也 发 生 塌 方 险
情，为尽快消除安全隐患，相关部
门及时组织挖机和专业人员紧急

抢修，清理塌方路段，及时恢复正
常通行。

全面排查，筑牢安全守护网。
在全力做好应急保通工作的同时，
民乐镇成立由镇政府主要负责人
带队的专项排查小组，对全镇范围
内的道路、桥梁开展全覆盖安全隐
患排查。通过排查，对存在风险隐
患的路段设置警示标志，并安排施
工队进行路基加固，疏通沟渠。

强化宣传，打好防汛主动仗。
通过线下巡查走访、线上微信群通
知等多种方式，提前发布降雨和气
象预警信息，坚持预警到人到点；
积极开展防汛救灾知识宣传，向群
众普及应对突发灾害的基本技能
和知识。严格落实 24 小时汛期应
急值守，密切关注公路受毁情况，
保持信息畅通，重大突发事件及时
处置、随时上报。

本报讯（记者  李超  文/图）  近
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九人民医院与普洱市人民医院共建
的“久脉”健康科普实践基地及“血
管魔方”创新实验室揭牌仪式在普
洱市人民医院举行，标志着双方将
进一步深化合作交流，推动普洱市
人民医院形成早期筛查、病理诊断
到临床精准治疗三位一体的外周血
管病管理诊疗体系，更好地为人民
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揭牌仪式后，“久脉”健康科普
计划志愿者团队开展了以“久脉沪
滇行，勇担新使命”为主题的科普活
动，通过丰富多彩的科普表演和互
动，向群众宣传健康知识。此外，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医生在普洱市人民医院门诊楼前
开展了义诊活动。

据悉，“久脉”健康科普计划实
践基地是以个性化科普模式融合医
学生实践机制为主要内容的科普实
践平台，为社会大众提供关于外周
血管疾病的有效、准确的科普信息，
是全国血管外科健康科普的重要推
动力量。

本报讯（记者  马雨果）   经过
集中展示、专家评审、结果公示等程
序，近日，2024 年普洱市妇幼健康
科 普 大 赛 评 选 产 生 了 一 批 优 秀 作
品。《一袋血液的奔跑》等 10 件作品
分获一二三等奖；普洱市妇幼保健
院、普洱市人民医院获评优秀组织
奖。

此次妇幼健康科普大赛旨在积

极响应健康中国行动、促进妇幼健
康知识普及，提升医务工作者开展
健康科普知识宣传的积极性、主动
性，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引导社
会提高对广大妇女儿童的关注。通
过赛事的举办，进一步提升了医务
人员认识科普、理解科普、传播科
普、志愿科普的能力，达到了以赛促
教、以赛促学和以赛促创的作用。

2024 年普洱市妇幼健康
科普大赛评选出一批优秀作品

七夕节的饮食风俗，各地不尽
相同，一般都称其为吃巧食，其中有
吃饺子、面条、油果子、馄饨等。还
有许多民间糕点铺，喜欢制作织女
形象的酥糖，俗称“巧人”“巧酥”，出
售时又称为“送巧人”，此风俗在一

些地区流传至今。
（来源：中国文明网，原文链接：

http://www. wenming. cn/wm‐
djr_299/20240807/f09513bc1
6cf4187a528b402490c7e72/
c.html）

本报讯（通讯员  杨光要）   近
日，景东彝族自治县锦屏镇御笔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携手景东县博
物馆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浸润
传 统 文 化 七 夕 共 浴 书 香 ”主 题 活
动。

活动首先向前来参加活动的群
众讲解了“七夕节”的渊源、传说、文
化底蕴和民俗风情等内容，并巧妙
设计了知识问答，现场群众积极参
与，互动不断。接着，《七夕》《鹊桥
仙》《沉醉东风·七夕》等与七夕有关
的经典诗文诵读将活动推入高潮，
大 家 沉 浸 在 中 华 诗 词 的 悠 扬 韵 律

中。志愿者还带领大家了解了非遗
漆扇的起源、基本方法、制作技巧
等。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与
普洱市人民医院共建科普实践基地

七夕习俗：吃巧果

御笔社区举行“浸润传统文化 
七夕共浴书香”主题活动

思茅区

景信乡 民乐镇

梅子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