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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抗御自然灾害 安徽全力恢复灾后生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同自然灾害斗了几千年，积累了宝贵经验，我

们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是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

今年省政府办公厅就出台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气象事

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徽建设的意见》。《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建成适应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气象现代化体系。

气象现代化水平稳定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气象服务自然灾害风险防控、应

急、救援能力和服务农业、交通、旅游行业能力，达到全国领先水平；气象装

备和人才队伍建设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意见》提出四个方面 16 项重点任务，包括：坚持立足省情，持续提高

防汛抗旱气象服务保障能力，健全防汛抗旱气象监测预警联防工作机制，

提升防汛抗旱气象服务精准度；坚持创新驱动，全面增强气象监测预报预

警能力，支持气象融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推进生态气象监测

预警工程建设，加强气象关键技术研究与成果转化，提升气象监测预报预

测精准化水平；加强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发挥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

用，强化城市内涝风险管理等。

摸清了哪些区域受自然灾害的风险大，在防御上就可以更有针对性。就

在上个月，我省启动了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

通过开展普查，查清我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的基本状况，摸清全省自然

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地区抗灾能力，客观认识各地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水平，为省委、省政府及各地党委、政府开展自然灾害防治，保障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据介绍，此次普查对象包括与自然灾害相关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市、

县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和居民

委员会，重点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部分居民等。本次普查涉及的自然灾

害类型主要有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森林和草原火灾

等。普查内容包括主要自然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人口、房屋、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系统、三次产业、资源和环境等承灾体调查与评估，历史灾害调查与评

估，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与评估，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主要灾害风险评

估与区划以及灾害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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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第三次会议上明确提出

要推动建设九项重点工程以来，安徽省高度重视自然灾害防治工作，针对关

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投入力度，持续不断推动各项工程有序开展。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30日，在自然灾害防治领域，

尤其是九大工程项目上累计计划投入279亿元，其中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

患排查工程投入0.6亿元，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投入85.8亿元，地质灾害综

合治理和避险移民安置工程投入15.9亿元，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工程投

入8.4亿元，自然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工程投入0.7亿元，自然灾害防治

其他重点工作投入167.6亿元。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指出，要把防

止因疫因灾致贫返贫摆在突出位置，坚持精准

扶贫，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要保持现有帮扶

政策总体稳定，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推动贫困地区走向全面振兴。

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将紧盯任

务较重和受灾严重等重点地区、紧盯“三户一

体”等重点群体、紧盯产业就业扶贫和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帮扶等重点工作，实现剩余人口全部

脱贫、脱贫成果持续巩固。特别是努力克服疫

情灾情不利影响，落实好我省一揽子精准帮扶

举措，防止群众因灾致贫返贫，确保如期打赢脱

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与此同时，我省共同组织开展好全省受灾

困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围绕财政资金下拨和

防止返贫等，通知明确要求，财政部门应确保冬

春救助资金能够及时足额下拨；民政部门负责

长期兜底保障救助，冬春救助工作完成后，受灾

群众基本生活仍存在困难的，符合条件的要及

时纳入临时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等社

会救助范畴；扶贫部门要强化因灾致贫返贫情

况摸查、核实及处理，准确掌握受灾群众需求，

及时制定帮扶计划，高效开展灾后救助帮扶工

作，防止因灾致贫、因灾返贫。

8月4日，在肥东县桥头集镇，工作人员在

补种小白菜。 □ 新华社发 黄博涵/摄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指出，要因地

制宜、抢种补种，尽量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争

取秋季仍然取得好的收成。

据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消息，目前全省补改种

工作已基本结束。全省共筹措农业生产恢复资金

约3.25亿元，免费发放早稻、晚稻、玉米、绿豆、荞

麦和蔬菜等种子700多万公斤，完成补改种面积

396.12万亩，占已退水可补改种面积的95.84%。

今年梅雨期，特大洪涝灾害造成全省农业

因灾直接经济损失达 199.24 亿元。灾情发生

后，我省及时发布灾后作物生产恢复技术方案，

统筹调配各类农资，通过加强灾后田管和技术

指导、科学排涝降渍等措施帮助农民“补改种”，

最大限度稳定农业生产。据了解，补改种作物

中双晚稻和“早翻晚”面积 126.9 万亩、玉米

62.21万亩、杂粮杂豆44.79万亩、蔬菜153.44万

亩、其他作物8.78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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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安徽，就防汛救灾和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江淮儿

女正在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

风，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不断提升防御自然灾害的

现代化水平；做好抢种补种和水毁

各项基础设施恢复抢修工作，尽量

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 记者 祝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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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

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扶贫开发工作办公

室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切实做好灾后倒塌房屋

重建和损毁房屋修缮工作，确保 11 月底前完成

倒塌房屋重建和损毁房屋修缮加固，确保受灾

群众入冬前全部入住安全居所。

据了解，倒塌房屋重建和损毁房屋修缮工

作要坚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原则，把灾后倒塌

房屋重建和损毁房屋修缮与水利建设项目、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相结合。资金方面，以农户自

筹为主，政府补助为辅。具体来看，倒塌房屋重建

政府补助户均2万元，损毁房屋修缮政府补助户均

0.2万元。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分散供

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等4类对象全部纳入今年

农村危房改造计划。同时，各地要加大对建档立卡

贫困户、未脱贫户、脱贫监测户、边缘易致贫户和老

少病残孤等困难群体倒塌房屋重建和损毁房屋修

缮支持，切实防止因灾返贫致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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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姥山岛景区恢复开放，9月12日，游客乘船前往姥山岛景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张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