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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5日从水利部了解到，
水利部当日召开防汛周会商会
议，对近期各大流域洪水防御工
作进行部署，强化六项措施应对
防汛关键期洪水。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
部长李国英表示，当前仍处于防
汛关键期，据预报，未来一周，西
南局部地区，黄土高原地区，东北
地区松花江、辽河、乌苏里江流域
将发生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
西南地区发生山洪泥石流、堰塞
湖风险较高，黄土高原地区局部
地区山洪灾害风险高、淤地坝安
全度汛压力大，东北地区长时间
高水位运行堤防出险几率升高，
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对此，水利部门突出重点，
有针对性地抓好六项措施积极
应对防汛关键期洪水。

一是狠抓山洪灾害防御，充
分发挥山洪灾害防御体系作用，
滚动做好预报预警，严格落实临
灾预警“叫应”机制和“谁组织、
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
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
确保人员不伤亡。

二是做好黄土高原淤地坝
防御工作，重点关注下游有村
庄、人员的淤地坝，严格落实人

员转移和险情处置措施。
三是系统、科学、安全、精准

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辽河流
域充分发挥二龙山、清河、大伙房
等骨干水库拦洪削峰作用，松花
江流域精细调度白山、丰满、尼尔
基、察尔森等干支流控制性水库
拦蓄洪水，全力防御洪水过程。

四是全面检视水库安全度汛
风险，重点关注前期投入拦洪运
用后仍处于高水位运行水库、近
期出现险情水库、降雨区内病险
水库，逐库落实安全度汛措施。

五是强化堤防巡查防守，重
点关注辽河干流、浑河、太子河
的穿堤建筑物、沙基沙堤段、堤
顶欠高段、险工险段和迎流顶冲
段，松花江吉林段五大围堤及支
流饮马河，松花江支流蚂蚁河、
拉林河，乌苏里江等长时间超警
超保河流堤防，增加人员、物料、
设备，做好巡查防守；充分考虑
长江洪水过程对堤防影响的滞
后性，继续盯防长江干堤、洞庭
湖和鄱阳湖区圩堤，做到险情早
预测、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

六是全面落实水利部重大
水旱灾害调度指挥机制，加快构
建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提升
防御能力。 据新华社电

目前5条市域铁路正在建设中
“目前机场联络线正在进行

列车联调联试和车站装饰装修、
机电工程及附属结构施工。”上
海申铁方面介绍说，上海市域轨
道交通线网规划建设总里程为
1157公里，在建里程约295.5公
里，目前上海5条在建市域铁路
分别是机场联络线、嘉闵线、南
汇支线、示范区线和南枫线，在
建总车站数为50座。

市域铁路顺应新型城镇化
建设发展而生。2017年国务院
批复《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
2035年）》，上海市域轨道交通线
网将形成“九射、十三联”的网络
架构，包含新建市域铁路及利用
国铁开行市域列车线路。

据悉，上海市域铁路是本市
按照“一张网、多模式、广覆盖、高
集约”，规划形成的市域线、市区
线、局域线三个层次轨道交通网络
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有力
支撑本市“十四五”规划“30-45-
60”综合交通出行目标的实现。

较之高速铁路和地铁，上海
市域铁路连接了上海的中心城
和新城，可与国铁或周边城市轨
道交通互联互通，共同支撑60分
钟同城都市圈。

上海市域铁路设计时速160

公里/小时，新建市域铁路开行市
域动车组列车、采用中国标准的
CTCS-2+ATO 信号系统、采取公
交化运营、平均站间距一般不小
于3公里，具有速度快、舒适性高
等特点，扫码或刷卡进出站、列
车到站即乘。

目前上海5条新建市域铁路
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

机场联络线：2019年6月28
日开工建设，全长68.6公里，途
经闵行、徐汇、浦东3个行政区。
目前，机场联络线首通段7座车
站主体结构已完成，正在进行车
站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工程和出
入口等附属结构施工。此外，首
通段列车限界检测、接触网冷
滑、送电、热滑试验已完成，正在
进行列车上线调试和联调联试
等工作。

嘉闵线：2021年6月28日开
工建设，全长44.04公里，途经嘉
定、闵行2个行政区。目前，全线
8座车站正在进行基坑开挖，3座
车站正在围护结构施工，1座车

站主体结构施工完成，1段盾构
区间完成始发。

南汇支线：2022年1月4日
开工建设，全长约34.86公里，其
中主线长约27.88公里，东支线长
约6.98公里。目前，主线桥梁的
桩基、承台基本完成，2座高架车
站承轨层结构均已完成，2座地下
车站围护结构已完成，正在进行基
坑开挖，1段盾构区间完成始发。

示范区线：2022年7月13日
开工建设，全长52.4公里，途经
闵行、青浦2个行政区。目前，3
座地下车站分别正在进行围护
结构、基坑开挖作业，2座高架车
站下部结构完成，正在上部结构
施工，1段盾构区间完成始发。

南枫线：2023年12月 28日
开工建设，全长95.6公里，途经
浦东、奉贤、松江、金山4个行政
区。目前，一期工程亭林站正在
进行桩基、承台及墩柱施工。

未来将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
上海市域铁路的新技术和

新亮点在于标准统一、公交化运
营快速通行、互联互通和网络化
运营等。

其中，标准统一是根据国家
新型城镇化、长三角一体化和上
海未来城市建设发展要求，上海
市域铁路采用统一的技术标准，
与长三角国铁、城际铁路具备互
联互通条件。

公交化运营快速通行方面，
上海市域铁路按照公交化服务
标准进行设计，列车最小行车间
隔可达到3分钟，乘客通过闸机
到达站台，无需候车厅，列车随
到随走，满足1小时通勤圈快速
出行需求。

互联互通和网络化运营是
指上海市域铁路总体上按照网
络化运营的思路进行规划与设
计，市域铁路网络内部互联互
通、与近沪市域铁路（都市圈城
际）互联互通、与国铁互联互
通。开行市域铁路网内跨线直
通列车、周边地区直通列车和国
铁下线直通列车。

此外，上海市域铁路还具备
灵活的运输组织：可开行站站
停、大站停和直达列车，使乘客
出行更加快捷便利。

采用市域动车组容量大：动
车组分为4节编组和8节编组两
种类型，其中4节编组列车可容
纳定员748人，8节编组列车可
容纳定员1604人。

上海申铁方面表示，上海市
域铁路未来将共建“轨道上的长
三角”：互联互通的上海市域铁路
网串联起本市重要交通枢纽、新
城和周边地区，将更高水平服务
上海国际开放枢纽门户并对近沪
地区融合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服务本市构建“中心辐射、
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北转型”
空间新格局：新城建设是全市重
大战略部署，依托市域铁路，实
现新城与中心城及周边地区的
快速连接，满足通勤、商务出行
需求，提升新城交通出行的通达
性和便捷性，支撑新城发力打造
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

发展骨干绿色交通、共建都
市圈现代化网络：依托市域铁
路，发展集约化、低碳化的绿色
交通模式，加快提升公共交通竞
争力和服务品质，共建长三角骨
干绿色交通网，引导绿色交通出
行和消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
和能力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
其中针对公共安全治理机制，
《决定》提出“强化基层应急基础
和力量，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
力”。

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一
直备受关注。今年2月，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提升基
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今年
的全国防灾减灾日也将目光聚
焦基层，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
个会应急——着力提升基层防
灾避险能力”。

“基层是防灾减灾救灾的
第一线，强化基层应急能力建
设，对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
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应急
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灾害评估
部主任吴玮认为，基层社区、村
镇等是灾害发生时的直接受影
响区域，也是最早接触和应对
灾害的层级。必须强化基层的
应急基础和力量，这样才能够
确保在灾害初期，能够迅速、有
效地进行应对，最大限度减少
灾害损失。

在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
心灾害信息部主任张云霞看来，

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进一步增强
了灾害的极端性、异常性和不确
定性，灾害风险呈现进一步加剧
态势，加强基层应急力量建设至
关重要且迫在眉睫。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方着眼
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持续推
动应急管理工作力量下沉、保障
下倾、关口前移。

应 急 管 理 部 印 发《乡 镇
（街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
制参考》《村（社区）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编制参考》；建设全国自
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实现地
方基层的灾情快速上报；福建
将建设100个应急避灾点、100
个基层应急指挥服务站等纳入
为民办实事项目；北京平谷区
在 272 个行政村组建农村志愿
消防队……

“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进全
国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充分发
挥灾害信息员第一现场哨兵作
用。”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
障司司长陈胜介绍，目前，我国
已经建成覆盖全国的省、市、县、
乡、村五级灾害信息员队伍，共
有100多万人，全国乡镇以上灾
害信息员年均统计报送数十万
条灾情信息。

面对《决定》新要求、灾害新
形势，如何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
力量，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专家认为，要紧紧围绕党中央的
一系列决策部署，做好理顺管理
体制、完善工作机制、健全保障
机制、强化对基层干部教育培训
等方面的工作。

吴玮表示，要强化党对基
层应急工作的领导，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基层应急管理新格
局；推动形成隐患排查、风险识
别、监测预警、及时处置闭环管
理，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完善应
急物资、力量、装备等调配工作
机制；加大基础性投入，配齐配
强应急救援力量；加强科普教
育，提升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
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推进基层
应急信息化和设施设备建设
等。

乡镇是应急管理的“最后一
公里”。“要健全乡村应急组织体
系，建强乡村应急人员队伍。”张
云霞说，要理顺乡级应急管理职
责，夯实乡级应急管理机构，落
实专兼职工作人员，切实提升乡
村两级干部队伍科学应对自然
灾害的能力和本领。

此外，要发挥市场机制在基
层应急基础和力量建设中的积
极作用，鼓励行业协会、专业技
术服务机构和保险机构参与风
险评估、隐患排查、预案编制、应
急演练、教育培训等活动。

据新华社电

水利部门强化六项措施应对防汛关键期洪水

做好预报预警 确保人员不伤亡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如何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

上海在建5条市域铁路 机场联络线首通段年底具备运营开通条件

从虹桥2号航站楼到浦东国际机场仅需40分钟
在建里程约295.5公里，上海5条市域铁路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青年报

记者日前从上海申铁投资有限公司获悉，机场联络线首通段虹桥2号航站楼站至浦
东1号2号航站楼站将于今年12月底具备运营开通条件，届时从虹桥到浦东国际机
场，40分钟可达。 青年报记者 郭颖

●狠抓山洪灾害防御
●做好黄土高原淤地坝防御工作
●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全面检视水库安全度汛风险
●强化堤防巡查防守
●全面落实水利部重大水旱灾害调度指挥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