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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丹）4 月
15日，全市防旱抗旱工作会商会议
召开，提出要树牢底线思维，坚持
旱涝同防同治，抓紧抓实抓细各项
防范应对工作，严防旱涝并发、旱
涝急转。各相关责任单位齐聚一
堂，共同为打赢今年全市防汛抗旱
这场硬仗出谋划策。

记者从会议上获悉，预计今年
汛期全市降水量（900.8 毫米）较常
年偏少1～2成，今年汛期（5-9月）
我市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从气候
特点看，六七两月安庆进入梅雨
期，短时强降雨及台风易引发的城
乡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防汛抗
旱工作不可松懈。

自 2024 年 11 月以来，全市累
计降雨 169.7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
少6成，截至4月14日，全市国家站
平均降水量 165.8 毫米，较常年偏
少 5 成。截至 4 月 15 日 8 时，长江
安庆站水位6.23米，较常年同期偏
低 2.87 米；沿江湖泊总蓄水量为

11.38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多蓄3
成，各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约 7.86
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少蓄 2 成；4
月11日降雨之前，除部分地区土壤
墒情轻度不足，其它地区墒情适
宜，部分再生稻不能正常开展耕
作；4 月 11-12 日的过程降雨对土
壤墒情改善明显，有效缓解了前期
部分地区出现的旱情。雨情、水
情、墒情复杂，如何打赢防汛抗旱
这场硬仗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与
担当。

我市密切关注高温、干旱发展
动态，深入研判城乡供水、农业受旱
形势，合理调配使用水库、河流、塘
坝、泵站、渠道等水源和设施，协调
各方科学用水、有序用水。市水利
局先后 3 次印发防旱抗旱专项通
知，在责任落实、监测预警、蓄水保
水、工程调度等多方面细化具体工
作安排，把握防旱抗旱工作主动权。

市水利局抓住每次有效降雨
契机提前安排各类水库“适度蓄

水”，灵活调度沿江涵闸闸门开度
抓好湖泊“生态保水”，加强基层灌
溉用水管理和指导，立足供需“紧
平衡”，累计调度大中型水库灌溉
供水1300余万立方米，花凉亭灌区
专项为怀宁、宿松供水 800 万立方
米，保障了春种春灌用水需求。

指导各乡镇、供水企业开展农
村供水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常态
监控，实时掌握各乡镇水厂和饮用
水水源地蓄水情况；以行政村为单
元，重点针对供水水量不足、水质
不达标等问题进行动态监测，及时
处置发现问题。此外，市农业农村
局还组织相关农技人员奔赴各地
开展抗旱保春耕督导工作，确保再
生稻栽插任务落实到位。

下一步，全市各相关部门还将
继续做好防夏旱抗夏旱准备，加密
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源工
程，确保城乡供水安全，精准制定
落实农业灌溉水源保障措施，全力
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今年汛期我市或将出现阶段性干旱

旱涝同防同治 共护百姓安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管炜
通讯员 胡庆庆）4 月16 日，记者
从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
悉，根据全市2025年度地质灾害
汛前调查结果，截至2025年3月
底，安庆市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903 处，其中，崩塌 732 处、滑坡
150处、泥石流18处、地面塌陷3
处；隐患点险情等级均为小型；各
类灾害隐患点现状不稳定的721
处，现状基本稳定（较稳定）的
182 处；地质灾害隐患共威胁人
口 1762 户 6810 人 ，威 胁 资 产
40347万元。

据气象部门初步预测，2025
年汛期（5-9月）全市降水量较常
年偏少，暴雨日数较常年偏少；预
计全市在6月中旬入梅，7月上旬
中期出梅，梅雨期较常年（27天）
偏短，梅雨量较常年（384.0毫米）
偏少，梅雨强度偏弱。但在全球
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汛期出现
极端强降水的频次和概率都相应
增大，尤其容易发生局地短时强
降水天气。

全市地质灾害发生的总体趋
势接近常年略偏少，局部地区较
常年可能加重。全市灾害类型仍
以滑坡、崩塌为主，规模以小型为
主，强降雨和不合理工程切坡仍
是引发地质灾害的主要因素。

据市资规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在
全市9个县（市、区）、74个乡镇（街
道）、787个村民组（社区）及交通
道路、学校、景区景点等周边，各
地各有关单位将切实落实主体责
任，采取有效措施重点防范。

下一步，我市将全面实施全
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更新
调查，进一步摸清极端强降雨条
件下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更
新划定危险区范围、受威胁对象
和风险等级，为“隐患点+风险
区”双控管理的全面铺开和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更新等提供依据。

加强对防灾责任人、群测群
防员的专业培训，及时制发防灾
明白卡、避险明白卡，设立警示标
识。加强临时避险点巡查，防止
已转移人员擅自返回危险区。及
时更新群测群防网络信息。

结合汛前调查、汛中巡查、汛
后核查，开展已完成地质灾害隐
患综合治理项目和已核销隐患点
的全面自查工作，做到每点必查、
掌握实情，对防治能力降低的地
质灾害防护工程，要及时采取清
淤、加固、修缮等措施进行维护，
确保防治工程安全稳定运行。

未雨绸缪
筑牢安全防线
年度地质灾害汛前
调查工作完成

4月 15日下午，安庆市市政
工程管理处组织“护路先锋”党
员突击队，在沿江东路汽车轮渡
外江边开展2025年度防汛排涝
演练。

此次演练，既是对新购防汛
设备的性能检验，也是对防汛抢
险队员能力的训练，通过演练，
不断强化防汛抢险救援队伍的快
速反应、应急救援、协同作战和综
合保障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程飞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方芳 通
讯员 杨琼）近日，安庆市档案局、市
档案馆联合印发《安庆市档案馆收
集档案范围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细则》）的通知，科学界定了安庆市
档案馆档案收集范围，为档案收集
工作的顺利开展，加强国家综合档
案馆档案资源建设提供制度依据与
保障。

新修订的《细则》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为
依据，以建设覆盖更加广泛、内容
更加丰富、结构更加优化且具有安
庆特色的国家档案资源体系为目
标，对市档案馆档案接收范围、内
容、时间、要求、档案门类载体及档
案征集工作等方面做出相关规定。

《细则》紧密结合当前档案工

作实际，新增了电子档案接收、档
案开放审核、涉密档案密级变更和
解密审核等条款；新增了业务数
据、公务电子邮件等档案收集门
类。《细则》将有关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和地方中心工作等重点领域的
档案，以及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
生、公共服务、新型产业等重点行
业的档案纳入收集范围；将蕴含党
的初心使命的红色档案和记录新
时代党领导人民推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史的档案纳
入收集范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具有地方特色的档案资料纳入收
集范围。《细则》还对重要会议、重
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资料的收
集等提出明确要求。

据了解，2024 年，市档案馆实
行跟进式工作模式，主动上门服务，

进馆档案数量和质量实现双提升，
累计接收进馆文书档案9.5万件、专
业档案5012卷，以及录音录像等门
类档案 105 件，总扫描画幅 970938
个。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档案资料，
通过寄送信函和上门拜访等方式征
集进馆红色史料、安庆历史文化和
非遗文化等方面的文献书籍、照片、
实物档案资料计367件（册），日益丰
富的档案“资源库”拓宽了服务发展
和服务民生的档案利用平台。

市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表示:
“围绕档案工作模式的不断创新，
并着力激发档案事业发展动力，此
次修订《细则》，是进一步贯彻落实
档案法律法规、推动档案工作制度
化规范化的重要举措，是加强档案
资源建设、依法开展档案收集工作
的重要手段。”

科学界定档案收集范围 新增收集门类

档案资源建设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