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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戴晓涵）近日，我省

多地出现强降雨。省民政系统按照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及民政部工作要

求，闻“汛”而动，采取强有力措施，扎

实做好民政领域防汛救灾工作，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迅速响应，确保安全度汛。汛情

较为严重的郑州市、新乡市等地民政

部门负责人深入民政服务机构，查看

低保、特困等民政服务对象受灾情况，

排查住房安全情况，及时安排转移，督

促民政服务机构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加强安全检查和故障抢修，确保供水、

供电、供气、防火等设施正常运转。及

时启动救助程序，简化救助流程，将受

灾人员及时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目

前，全省临时救助2170人，发放临时

救助金93.98万元。

多元参与，凝聚工作合力。各地民

政部门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

下，积极配合应急管理部门，建立健全

社会应急力量参与灾害救助应急联动

机制，引导应急救援领域社会组织、志

愿服务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会

力量，有序参与、协同开展灾害相关应

急救援、受灾群众心理抚慰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 通讯员井
阳）7月22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

省财政厅紧急筹措资金2亿元（含中

央资金1亿元），支持全省做好防汛救

灾工作，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救灾这场

硬仗。

上述资金中，安排1.2亿元用于

支持灾区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和受灾群

众救助工作；8000万元主要用于支持

开展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和水毁水利工

程设施修复等工作。综合考虑各地受

灾程度、防汛救灾工作实际需要，向受

灾最严重的郑州市安排资金4300万

元。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 实习生吕
舜）7月21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

省防汛应急新闻发布会，介绍防汛救

援最新情况。

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徐忠介绍，17日8

时至21日14时，我省出现历史罕见的

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全省各地市均

出现暴雨，北中部出现大暴雨特大暴

雨。全省平均降水量150.5毫米，地市

平均降水量最大为郑州461.7毫米。我

省于7月21日3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级

别提升至Ⅰ级，省军区协调解放军730

人、民兵690人，武警出动1159人、消

防出动6760人次参加抢险救灾。全省

各级各有关部门处战时状态，地方党委

政府及各级责任人在岗在位，在一线指

导防汛抗灾，及时转移安置受困群众。

社会各界及广大干群积极参与抗洪救

灾，开展自救，形成了防汛抗洪整体合

力。

作为受灾最严重的郑州市，近

日来遭遇特大暴雨，部分区域出现

停水停电现象，给人民群众生活带

来不便，郑州市副市长吴福民表示，

市委、市政府连夜对防汛期间商品

供应作出安排，目前货源充足，物流

有保证。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 通讯员周
爱春张娟）7月22日，记者从省气象

局了解到，23日全省大部有阵雨、雷

阵雨，白天西部、西北部部分地区有

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

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夜

里西南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

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月24~25日降水减弱，以分散性阵

雨、雷阵雨为主。

7月17日以来，我省出现了极端

强降雨天气，大部地区降暴雨或大暴

雨，郑州、焦作、新乡、洛阳、南阳、平

顶山、济源、安阳、鹤壁、许昌等地出

现特大暴雨，强降雨中心位于郑州，

最强时段在19日至20日。此次强降

水过程累计雨量大、持续时间长、短

时降雨强、极端性突出，对群众生产

生活影响巨大。

针对此次降雨过程，省气象局于

7月16日10时启动暴雨四级应急响

应，当日20时升级为三级，7月20日

6时升级为二级，21日2时58分再次

升级为一级。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7月22日，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受连续强降

雨天气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农田积

水情况。农情调度显示，截至7月22日

下午5时，全省农作物积水面积1066

万亩。农作物受灾面积833万亩、成灾

面积51万亩、绝收面积15万亩。

据悉，省农业农村厅在汛期前后

高度重视，全方面做好防汛减灾工

作。入汛以来，省农业农村厅坚持24

小时应急值班，灾害发生后紧急启动

汛期农业防灾减灾行政和专业技术人

员双值班制度，实行农业防灾减灾一

日两报制度，安排专门人员，实时调度

雨情、灾情及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

响。为切实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工作，

省农业农村厅抽调40名专家，成立8

个汛期专家指导组，分赴17个省辖

市、济源示范区和10个直管县（市），

全程开展技术指导服务。

7月22日，省农业农村厅再次成

立10个由厅级干部带队的农业防灾

减灾工作指导组，围绕田间积水排除、

灾后生产恢复、动植物疫病防控、保险

定损理赔等，包市包县开展工作指导，

全力夺取秋季农业丰收。同时，会同

省财政厅向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报告

受灾情况，第一时间将4000万元农业

救灾资金拨付市县，用于灾后生产恢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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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下午，在渑池县仁村乡雪白村，

该村党员干部在抢修被山洪冲毁的雪白路。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古俊锋摄

7月 21日，

受强降雨影响，

原阳县太平镇扁

担王村上千亩秋

作物受灾。村党

支部书记王领昌

带领村“两委”干

部清除杂物，疏

通排水管道，保

障了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本报记

者 马丙宇 通讯

员李彦伟摄

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省民政系统闻“汛”而动全力救灾

省财政紧急下拨2亿元救灾资金

郑州市货源充足物流有保证

未来三日降水逐渐减弱

部分地区出现农田积水

省农业农村厅24小时应急值班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郭秦
森）近日，修武县普降大雨，局部地区暴

雨。山区、河流、道路险情不断。修武

县城雨量达89.4毫米。7月19日，根据

雨情、汛情变化情况，修武县防汛指挥

部前移至山门河万方桥，对防汛开展现

场调度指挥，各乡镇及相关单位抢险队

员日夜巡逻在防汛第一线。截至目前，

该县各乡镇共迁安转移8428人，涉及

43个村，出动抢险队伍201支4135人，

抢险车辆915辆，处理险情隐患82起，

未出现一起人员伤亡。

山门河洪峰到来，西村乡洞湾村

和柿园村附近山洪过境，西村乡孤山

村道路被山洪冲毁，山门河、大沙河等

流域水位迅速上升，防汛形势异常严

峻。

关键时刻，党群连心、干群联手，修

武全县上下拧成一股绳，共同织密防汛

网络。

危急时刻，党旗在哪里、主心骨就

在哪里。雨情就是号角，汛情就是命

令。7月19日，39名县级领导干部分

别前往联系片区一线指挥，现场了解

汛情、水情、灾情和民情，检查组织、人

员、物资和措施落实情况，发现问题，

及时协调，帮助一线排忧解难。

全县8个乡镇、187个行政村党支

部，认真履行防汛救灾职责，包村入

户，做到防汛救灾每项工作都有领导

负责，每个环节都有责任人执行，每个

隐患点都有干部包联。

“把党支部建在最危险的地方，把

党旗插在抗洪救灾一线！”山门河洞湾

桥段，40余名西村乡党员干部组建党

员突击队、党员先锋队，身穿救生衣、

头戴探照灯，查看洪水涨势，日夜坚守

在一线，时刻准备应对洪峰的到来。

冲锋陷阵，哪里有需要、党员就出

现在哪里。组织干部群众排涝清淤，

为冲毁的路面做引流，巡查房屋安全

及排水情况……“党员干部就要打头

阵、当前锋，我们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

员，哪里有险情，哪里有需要，我们就

出现在哪里。”修武县七贤镇党委书记

张辉说。七贤镇班子成员带头，机关

全体党员干部24小时轮流在岗值守，

时刻查看河道水位，关注汛情，提醒群

众注意安全！

在抗洪抢险一线，还有很多基层党

员，不畏艰险，贡献力量。“大喇叭、小喇

叭又出现了。”7月19日，山门河流域万

方桥段河水持续暴涨，水位超警，预计洪

水会造成五里源乡五里堡村等村庄居民

住宅受淹，情况危急。五里源乡马道河

村党员薛伟成在村部通过大喇叭劝导村

民紧急转移到五里源乡第一初级中学安

置点；磨台营村党员庞海潮身穿迷彩服，

佩戴红袖章，手拿喊话器，在大街小巷劝

导群众进行紧急疏散。

防汛一线抢险，党员冲锋在前，党

旗高高飘扬。修武县组织285支防汛

队伍、7280余名党员群众下沉一线，筑

牢防汛救灾的“铜墙铁壁”。

7月22日，汝州市蟒川镇区蟒川河河道

垃圾堆积，造成泄洪不畅。辖区内平顶山中祥

永泰煤业公司出动人力、物力为蟒川河清

淤。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马鹏亮摄

党群连心筑牢防汛救灾“铜墙铁壁”

连日来的强降雨，使尉氏县境内遭受洪涝

灾害。 该县党员干部、社会志愿者闻“汛”而

动、尽锐出战，有险情的地方，就有抗洪抢险队

员的身影。 李新义 摄

洪水无情人有情，暴风雨中党旗红。在防汛救灾过程中，全省各
地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员干部尤其是基层党员，书写了身先士卒、冲锋
在前的感人事迹，树立了党员关键时刻站得出来、顶得上去的硬核形
象，党群连心，众志成城，恢复家园，筑起一道守护平安的“铜墙铁壁”！

据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22日发布，顺应新时代新要求，为推动中部地区

高质量发展勾勒蓝图。

意见包括8个部分共25条内容。第一部分为

总体要求，明确了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第二部分

至第六部分聚焦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

放发展、共享发展，提出一系列具体务实的举措。

第七部分和第八部分分别围绕“完善促进中部地区

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和“认真抓好组织实施”，明

确了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机制。

根据意见，到2025年，中部地区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投入产出

效益大幅提高，综合实力、内生动力和竞争力进

一步增强。到2035年，中部地区现代化经济体

系基本建成，产业整体迈向中高端，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人民

生活更加幸福安康，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
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

防汛救灾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