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30 日傍晚，芜

湖市弋江区十里江湾

“口袋公园”，市民在休

闲、健身。

近年来，安徽省芜

湖市弋江区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

将城市中的一些“边角

料”地块，打造成集生

态、健身、休闲功能于一

体的口袋公园，为市民

就近提供游玩健身场

所，在提升城市形象的

同时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获得感。

杨旸摄

“口袋公园”
提升居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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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合肥7月3日电（记者 汪瑞华）7月

1日17时至7月2日17时，安徽省普遍降雨，淮

河以北东部、江淮之间、大别山区暴雨、大暴

雨，长江以南西南部大到暴雨。

全省共有1275个站点雨量超过50毫米，

最大点降雨量合肥市肥西县滨锋社区站266

毫米。

7月2日17时，安徽长江干流全线超警戒

水位且仍在上涨，巢湖支流西河、永安河超保

证水位，水阳江、牛屯河等18条支流和华阳湖、

南漪湖等6个湖泊超警戒水位。

据安徽省应急管理厅统计数据，截至7月2

日16时，黄山、宣城、安庆、铜陵、池州、六安、芜

湖7市36县（区）受灾，累计受灾人口99.1万

人，紧急转移安置24.2万人。

沿江各市等投入5.32万人巡堤查险。长

江干流江心洲外滩圩人员已转移5821人。全

省山洪地质灾害危险区、低标准圩口、危旧房

等危险区域已转移未返回6.55万人。

安徽省气象台预报，7月2日20时至3日

20时，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

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并伴有雷

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按照要求，下一步，沿江各市要加强长江

干支流、湖泊以及江心洲、外滩圩超警堤段巡

堤查险，按照预案做好江心洲、外滩圩和中小

河流沿线、湖泊周边低标准圩口人员转移。

同时，皖南山区、大别山区要加强隐患排

查，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皖北地区则要防范

旱涝急转；受灾地区要继续做好集中转移安

置人员的管理服务，开展灾害评估和灾后恢

复重建。

安徽：5.32万人巡堤查险 长江干流已转移5821人

我省南部地区遭遇特大暴雨、发生严

重洪涝和地质灾害以来，省红十字会快速

响应，及时将救灾物资发放到受灾地区，

有力保障受灾地区群众基本生活，支持受

灾地区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自6月19日起，黄山、宣城等地遭遇

特大暴雨天气。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省

红十字会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与

受灾地区取得联系，了解灾情和需求。与

此同时，省红十字会快速调拨287个含有

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的家庭箱支持黄

山救灾救助工作。

6月20日，根据受灾地上报的灾情和

需求信息，省红十字会向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申请了物资需求，总会启动洪涝灾害三

级应急响应，调拨了赈济家庭箱、折叠床、

毛巾被等11162件救灾救助物资。省红

十字会根据受灾地区申请，及时将救灾物

资发到受灾地区，用于保障受灾群众基本

生活，有力支持各受灾地区开展工作。

据了解，5月前后，省红十字会未雨绸

缪，两次调拨了包括赈济家庭箱、被子、毛

毯、冲锋衣等在内的6755件救灾救助物资，

送往黄山、宣城、池州、铜陵、安庆等易受灾

地区的红十字物资储备库，确保在灾害发生

时能够迅速将物资投入到受灾一线，为受灾

群众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 （刘良慧）

近期，霍邱县邵岗乡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确

保群众居住安全，党委政府积极部署，组织乡村干部深

入群众走访，细致排查每一处危旧房屋，守护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让乡村振兴之路更加坚实稳健。

（吕文欢）

加强排查危房
筑牢安全防线

省红十字会全力支持皖南地区防汛救灾

霍邱县曹庙镇全面压实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将

乡村振兴工作作为领导班子考核、党建述职评议的重

要内容，推动责任压力进一步传导。截至目前，共召开

村民组会议198场，研究解决问题265条。 （孙政）

组织建设“聚合力”
压实工作责任

近日，霍邱县长集镇全面开展党建引领信用村建

设2024年度信息采集工作，通过主题党日活动积极开

展宣传引导，并邀请区信用办到镇进行专题培训，对采

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进行解决。 （王中林）

扎实开展信用村信息采集

近日，霍邱县冯瓴镇秦台村开展法律法规宣传活

动，志愿者向村民发放普法宣传单，并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为村民讲解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村民

纷纷表示，要共同维护社区平安和谐。

（徐涛）

法律进乡村法治入人心

今年5月下旬以来，六安市霍邱县夏店镇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工

作的指示要求，聚焦脱贫人口的“三保障”及饮水安全

核心指标，对工作中存在的短板立行立改，动态清零，

强化精准施策，推动政策落实，切实防止返贫致贫，坚

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领导重视到位。镇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抓好统筹协调调度；分管负责同志具体抓、抓

具体，落实落细各项排查举措，履行工作职责，确保按

时高质量完成排查工作。

走访宣传到位。各村成立由村“两委”干部和网

格员组成的排查专班，开展实地走访，加强信息共享

与数据比对，逐户逐人排查、宣传，全面加强医疗保

障、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等政策宣传，切实将有关

政策宣传到每一名脱贫老年人，确保相关政策“应知

尽知”“应享尽享”。

工作作风到位。镇、村两级严格落实中央、省市

为基层减负的工作要求，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不搞层层加码。镇政府加强对村级工作的督促

指导，有序组织开展入户走访联系，对标对表逐户逐

人逐项排查，及时发现解决突出问题，确保排查工作

质量。

截止目前，全镇共排查老年人群体779户1129

人，发现问题101条，所有问题均整改到位，为全面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打下了坚实基础。

（金其华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霍邱县夏店镇——

扎实开展脱贫老年人群体
专项排查工作

当前，安徽长江干流水位全线超警且

仍在上涨，部分支流超警戒水位、超保证

水位，防汛抗洪仍处关键期。7月2日，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对合肥、滁州、六安、马鞍

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

发出指挥部7号令。

7号令要求，各地要坚决克服麻痹

思想厌战情绪，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

精神，毫不松懈抓实当前各项防汛工作，

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主动仗攻坚战；

按照《安徽省长江、淮河干支流主要堤防

巡逻抢险规定》，上足巡堤查险力量，组

织专业技术人员一线巡回指导，规范巡

堤查险方式，开展24小时不间断拉网式

巡查，严格交接班、信息报告等制度，对

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在建工程等安排

专人值守。建好物料流动供应点，前置

抢险队伍、装备、物资，发现险情立即组

织抢护，确保长江干堤及主要支流堤防

万无一失；按照预案，做细做实蓄滞洪区

和低标准圩口运用准备，及时组织江心

洲外滩圩和中小河流沿线、湖泊周边低

标准圩口人员有序转移，加强转移过程

中安全管理，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大别山区、皖南山区要持续做好地质灾

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巡查排查，严格落实

“三个紧急转移”要求，确保人员安全；

加强基层防汛责任人、巡堤查险人员、抗

洪抢险人员等安全防护，落实防暑降温、

医疗保障、关心慰问等各项措施；用心用

情做好集中安置点服务管理，确保安置

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病

能及时就医、有临时安全住所，在洪水未

退去、危险未根本解除前，不得组织群众

返回。

（安徽日报记者 王弘毅）

省防指对十市发布7号令

近期，为应对连续强降雨天气，保障

合肥市蔬菜瓜果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合

肥市农业农村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托

稳“菜篮子”。

合肥市农业农村部门紧盯防范应对，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向农业经营主体

发布天气气象预警信息和农业应对措施，

提醒农业经营主体及时做好防范工作，主

动避灾、科学防灾。建立防汛抗旱24小时

值班值守、领导带班制度，确保24小时通

讯畅通。

提前抢收蔬菜，组织在地蔬菜及时采

收上市，目前主要上市的蔬菜品种有白

菜、番茄、辣椒、茄子、黄瓜、莲藕等，月均

蔬菜上市量达30万吨，合肥周边合作共建

供肥蔬菜基地也将持续向省会补充供应

新鲜蔬菜，全市蔬菜供应充足，价格呈合

理性波动。

加强分类指导，积极调度西甜瓜、蔬

菜、食用菌等农业行业首席专家工作室，

针对在田作物，指导主体通过采取加固大

棚设施、清沟沥水、检查排涝泵站等方式，

及时消除滞涝，恢复作物生长环境。

合肥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针对夏季高温多雨气候特征，合

肥将在组织应季蔬菜抢收上市同时，指导

大户做好茬口安排，尽快组织重点蔬菜保

供基地提前储备伏缺期间蔬菜种子、农资

等生产资料，确保伏缺菜播种顺利，保障

夏季蔬菜市场供应。 （彭旖旎）

月均供应蔬菜30万吨 合肥汛期“菜篮子”量足价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