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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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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防治的能力和水平。而在4月，

云南省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成

立，下设抗震救灾、森林草原防

火、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应急4个指

挥部，自上而下压实防震减灾责任。

今年云南再次遭受旱灾，引发

了各级高度关注。5月27日，在云南

省防汛抗旱工作新闻通气会上，云

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总指挥长、

云南省水利厅厅长刘刚表示，根据

《云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要

求和旱情的实际情况，省防汛抗旱

指挥部5月21日启动抗旱IV级应急响

应。根据各地水源、水量和需水情

况，及时调整供用水方案，狠抓水

库、水电站等现有水源的统一管理

和科学调配，切实管好、用好现有

水源。针对当前的旱情，各地各部

门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目前云

南旱情处于可控状态，未出现大面

积停水现象。截至2019年5月20日，

全省库塘蓄水51.2亿立方米，比多

年同期多蓄水6.7亿立方米，较为充

足的蓄水为各地生产生活用水提供

了有力保障。

减灾先防灾 加强监测与预报

地震灾害造成破坏比较大，堪

称“群灾之首”。对于地震救援，

云南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李国材

回忆，他第一次参加地震救援是

1996年丽江7级地震，当时没有任何

物资储备，安置群众靠玉米秆、塑

料布之类，属于非常简单的以群众

自救为主的救援。“经过丽江地震

后，政府开始改进防震救灾工作。

通过多年的努力，救灾物资储备库

越来越完善，布局越来越合理。储

备库有中央库、省级库、市县库，

储备能力和物资品种得到极大改

善。”据李国材介绍，2008年汶

川地震后，云南省政府实施了全面

加强预防和处置地震灾害能力建设

“十项重大措施”，不断提高全社

会自然灾害综合防范能力。

为进一步巩固“十项重大措

施”取得的成果，2012年云南省

政府安排部署了“继续推进预防和

处置地震灾害能力建设10项重点工

程”，每年财政拨款2亿元，为全

面提升云南防震减灾综合能力发挥

了重要作用。“一个突出的成果就

是，通过台站观测环境改造、设备

更新和软件升级，使省内4.5级以上

地震网内地区速报平均用时10分钟

以内，地震速报结果能及时提供给

各级人民政府及社会公众。”云南省

地震局发展与财务处处长张俊伟说。

据了解，目前云南建有69个测

震台、305个强震台和61个水库地震

监测台等，全省地震监测能力逐步

提升。2018年，全省地震监控能力

从2.2级提升至1.8级，重点监控防

御区和人口稠密地区达到1.2级，实

现了省内3级以上地震2分钟自动速

报。同时，还加强地震群测群防队

伍建设和宏观测报网的动态管理，

安排预报研究中心科技人员轮流到

台站蹲点工作，及时掌握观测数据

资料，实时跟踪研判。严格执行分

析预报、信息网络、地震监测、舆

情监控和应急保障24小时值班制度，

确保震后第一时间进入应急状态。

多措并举 科学防灾减灾

尽管云南在防灾减灾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但李国材指出，随

着极端天气频繁出现，随时可能引

发自然灾害，各级党委政府需进一

步加强灾情的预防意识。“真正的

救援单靠人力是有限的，还要靠装

备。”李国材认为，如今云南的救

援能力、救援队伍和救援装备有了

很大的改善，但与先进地区相比还

有待提升，比如森林火灾方面，可

以加大灭火大飞机的使用。

虽然地震速报取得长足进步，

但张俊伟指出，地震重点危险区及

重点监视防御区的监测台网密度仍

然不高，对实时获取海量地震前兆

观测数据产生明显制约。他认为，

各级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

应急抢险联动协同能力仍需提高，

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的“大应急”

理念仍需加强。

“在水利方面，别看今年塘

库蓄水量不低，但我省小型水库点

多面广，受客观条件限制，安全监

管相对薄弱。”云南省水利工程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指出，要继续以防

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建设规划为引

领，推动大中型水库工情监测和水

情观测系统升级改造，才能在抗旱

救灾中发挥作用。

防灾减灾既要靠国家和地方政

府的力量，也要提高公众的防灾减

灾意识和自救意识。“公众要懂得

一些灾害的常识，掌握一些自救与

互救的基本知识，逃生时候需要的

电筒、绷带等自救物品，应该摆

在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李国材

强调。

本刊记者 谭江华 
 邹 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