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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的强降雨造成部分地区
出现积水，全省多支救援力量赶
赴一线，转移人员、清淤排涝、抢
修设施。截至昨日 8时，全省累计
投入抗洪抢险救援力量约 1.78万

人、装备 240 余台，主要参与了南
阳加固堤坝、转移人员和巡堤查
险等任务。全省预置抢险救援队
伍 1.2万支 28.3万人，随时准备投
入抗洪抢险。

郑州出动警力
3400余人次
保障出行平安

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 通
讯员 邢红军）昨日下午，郑州
市出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
到暴雨。为确保市民出行安
全，郑州交警全员上岗，加强精
准派警、部门联动，全力保障道
路交通安全。

郑州交警提前部署，根据
雨情的变化随时调整警力，加
强指挥疏导、流动巡逻和路面
管 控 。 加 大 对 陇 海 路、航 海
路、南三环、江山路等易积水
区 域 的 巡 逻 力 度 ，同 时 对 桥
梁、涵洞、隧道等关键地点进
行重点监控，确保这些区域的
交通安全。

郑州交警与气象、市政、环
卫、城管、交通等多部门联动，
加强信息共享、联防联治。据
统计，昨日下午，郑州交警共出
动警力 3400余人次，协助清理
积水点 67 处，推移车辆 98 辆，
救助群众67人。

郑州交警提醒广大市民，
雨天行车前应检查车辆状况，
确保雨刮器、刹车、转向灯等关
键部件正常工作；行车过程中
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降低
车速并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
车；遇到积水路段时要谨慎判
断水深并选择安全路线绕行；
如遇紧急情况应及时拨打 110
报警电话寻求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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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部门联动 形成应急合力

全省预置抢险救援队伍
28.3万人

近日，为应对强降雨天气引发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
室和省防办适时组织应急、气象、水利、农业农村、住建等部门及时进行灾
害风险分析研判，启动应急响应。

面对强降雨，河南多地立即开
展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生活
物资保障工作。据统计，截至昨
日 9 时，郑州、开封、南阳等 11 个

省辖市累计紧急转移安置群众
10.2万人，其中分散安置 7.6万人，
集中安置 2.6万人，设立集中安置
点257个。

7月 16日，应急管理部调拨河
南省中央救灾物资毛巾被3000条，
家庭应急包3000个；省应急管理厅
会同省财政厅、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紧急调拨省级救灾物资3.9万件

（套），连夜运往南阳市，同步开展
相关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
群众基本生活；省财政厅紧急下达
救灾资金5000万元，用于受灾群众
生活救助和农田排水补助。

省防指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
应后，省应急管理厅启动重大灾害
现场协调机制，指挥协调42支社会
救援队伍 337人有序参与社旗县、
唐河县应急救援行动。省气象局处
于重大气象灾害（暴雨）Ⅰ级应急响
应状态，17日11时至14时，全省发
布暴雨、雷暴大风等预警信号 38
条，其中10个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信号，开展暴雨高级别预警叫应22
次。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地质灾害预
警短信1741条，电话调度地质灾害
预警区域 11个省辖市 35个县（市
区），派出 13个工作组指导基层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省水利厅持续监
测水情变化，滚动预测预报，科学精
准调度水工程，加密防洪工程尤其
是病险工程巡查频次，及时发布山
洪预警信息，派出 6支工作组指导
地市防御工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不间断对重点降雨城市进行实时调
度，派出7个专家指导组，指导全省
住建部门出动值守、巡查、排水人员
4300余人次。省公安厅对积水路
断及时采取交通管制，投入应急力
量1万余人，装备2.82万余件，车辆
舟艇 3275 艘，协助转移群众 8303
人，救助182人。 记者 王战龙

累计投入抗洪抢险救援力量1.78万人

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0万余人

调拨省级救灾物资3.9万件（套）

全省发布预警信号3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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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

郑州发布地质灾害
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本报讯（记者 孙雪苹 通讯员 白
会超）昨日，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与郑州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三级(黄色)预警。

据悉，7 月 17 日 20 时至 18 日 20
时，郑州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
到黄色预警的地区有：巩义市、登封市、
新密市、荥阳市、上街区、二七区大部，
新郑市西北部及西南部，惠济区西部局
部，且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我市发布农业气象灾害
风险预警

本报讯（记者 赵冬 通讯员 班青
宇）近日，我市连续降雨，农田土壤水
分达饱和或积水状态。郑州市农业农
村局、郑州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渍
涝和作物倒伏灾害高风险预警。要求
各地及时排水降渍、补充养分，防治病
虫害，促进作物生长。

抢排积水
积水地块要尽快排出田间积水。

采取机械或人工开沟、清淤等措施，疏
通沟渠，排出田间积水；无法靠水渠排
水的田块，要用水泵等机电设备或人
工排水，降低土壤湿度，促进根系和植
株恢复生长，防止因积水造成早衰。

中耕松土
排水后土壤易板结，造成通气不

良，水、气、热状况严重失调。在排除
积水能够进地作业时，及时选用机械
或人工进行中耕，以破除板结，散墒通
气，防止沤根，兼顾除草，同时进行培
土，防止后期倒伏。

补充养分
暴雨过后，土壤养分大量流失。应

结合中耕，每亩追施15~20公斤的速效
氮肥。田间太湿暂时不能进地的田块，
可在晴天傍晚，避开烈日高温时段用无
人机叶面喷施1%的尿素+0.2%的磷酸
二氢钾水溶液，也可添加芸苔素内酯等
植物生长调节剂，以补充营养，增强植
株抗逆性，促进植株恢复正常生长。

防治病虫害
雨后加强玉米褐斑病、叶斑病、南

方锈病、玉米螟、花生白绢病等病虫害
监测防控。

响应

昨日启动省级自然灾害
救助三级应急响应

本报讯（记者 王战龙）针对我省7
月14日以来的强降雨和灾情变化，河
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
于17日12时，启动省级自然灾害救助
三级应急响应。请省防灾减灾救灾委
员会各成员单位和各地政府严格按照
救灾职责分工和救助预案规定，进一步
强化细化各项措施保障，及时做好灾害
救助工作，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郑州黄河文化公园
昨日起临时闭园

本报讯（记者 张国庆）因强降雨
天气，郑州黄河文化公园7月17日起
临时闭园，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已在
网上提前购票的游客，可按原购票通
道自行办理退票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