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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记者 15日从海
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海南全省
疫情处于胶着对垒关键时期，但
社会面发现病例比例持续下降，
疫情总体可控。

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综合组副组长、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二级巡视员杜建
伟介绍说，目前，三亚疫情仍处
于高位平台波动期，新增感染者
以管控人群为主。儋州、陵水、
东方、临高、万宁、乐东 6个市县
仍处于疫情发展期，社区传播风
险依然存在。

记者从 15日召开的北京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8月15日
0时至15时，北京市在进返京人
员中新发现 4例本土新冠肺炎
病毒感染者，已转至定点医院隔
离治疗，相关风险点位及人员已
管控落位。

彭州市地处成都西北方向，靠
近龙门山断裂带。龙槽沟并不是一
处开放景区，而是当地的地质灾害
隐患点，曾于 2015年和 2017年发生
山洪灾害。

此次事发前，彭州市龙门山镇
接到气象预报，辖区有对流云团生
成，将伴有短时强降雨。“我们接到
通知后便组织巡逻队员前往龙槽沟
和湔江河滩等地对戏水游客进行劝
离。”龙门山镇社区发展办工作人员
牟邦富说。

“当时我和朋友正在沟内野炊
戏水，见到有工作人员在沿途告诫
大家可能有风险，我们就立刻收拾
东西离开了，但也还有不少人没有
走。”游客孙小辉说。

记者在龙门山镇工作人员的手
机上看见，近期以来，龙门山镇工作
群中每天都有对前往龙槽沟和湔江
戏水游客劝离的图片、视频等记录，
对于被破坏的围栏也有多次组织修
补的记录。

据彭州市龙门山镇小鱼洞社区
党委书记龙成艳介绍，为劝阻游客
下河游玩，当地已在去年沿河道设
置防护网和警示牌，并常态化组织
村干部和志愿者对下河游客进行劝
阻，但仍有游客不听劝阻，破坏围网
下河野营戏水。

记者注意到，汛期以来，四川相
继发生平武县“7·12”、北川县“7·16”
和彭州市龙槽沟“8·13”山洪灾害，
防汛救灾形势严峻。记者 8月 14

日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获悉，四川
省防办印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地
紧急排查辖区内易发多发险情的
涉水景区以及滩涂、峡谷等野外风
景区域，组织多部门联合开展动态
巡护。

相关专家建议，身处野外，如感
觉可能受到洪水威胁时，应有组织
地提前向山顶或高地等高处转移。
在山区突然遭遇山洪袭击时，要以
最快的速度撤离。

尤其要注意的是，脱离现场时，
应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坡横向
跑开，不要顺山坡往下或沿山谷出
口往下游跑。此外，山洪流速急、涨
得快，不要轻易游水转移，以防止被
山洪冲走。

上海苏州河死鱼增多
主要是不科学放生

新华社电 行走在苏州河
畔，偶尔能看到一两条鱼翻着肚
白漂在河面，保洁员乘船在一旁
打捞。“这是我们集中打捞过的
了，多的时候死鱼成片出现，一
天捞的重量有数吨。”负责苏州
河保洁的工作人员张海波说。

记者从上海市市容环境卫
生水上管理处获悉，今年以来，
苏州河管理站已经接到市民反
映苏州河大面积死鱼事件13起，
数量远超往年。而且，这些鱼并
非野生的，多是市民放生的。

据苏州河管理站莫干山分
站副分站长蔡海峰介绍，苏州河
中心城区42公里岸线于2020年
底基本贯通后，市民的放生活动
也愈发频繁，有人在大型节日规
模化放生，还有人在中考、高考
前来放生。

总体来看，呈现出放生量增
多、放生工具专业化的趋势。死
鱼集中出现的区域有两个特点，
一是密集的居民区，二是靠近亲
水平台等方便放生的地点。

“市民放生的鱼大多是从市
场购买的，这些人工养殖的鱼不
易适应苏州河的水。”蔡海峰说。

■聚焦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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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一月连发三起山洪灾害

龙槽沟山洪事发前当地曾多次劝离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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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四川
彭州市龙门山镇小鱼
洞社区龙槽沟“8·13”
突发山洪灾害共造成
7人死亡、8人轻伤。
事件发生后，记者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
在龙槽沟内，记者看
到，河道两旁均设置
了防护围栏和警示
标语，沟口还设有铁
门隔离。

新华社电 当前正值主汛期和
旅游出行旺季，部分地区因气象灾
害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导致游客伤
亡事件时有发生。15日，中国气象
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气象
服务工作的通知》，从加强监测预
警、提高服务针对性、完善联动机
制、强化科普宣传等方面进一步强
化部署旅游气象服务。

通知指出，近期我国天气气候
异常，高温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公
众消暑纳凉意愿高涨，涉山涉水景
区游客数量增多。受地理位置、地
形等影响，山水旅游景点气象灾害
频发、易发，加之主汛期灾害天气局
地性明显，突发性强，气象灾害风险

高，防御难度大。
通知要求，要加强突发性气

象灾害的监测预警。进一步强化
天气雷达在短临天气监测预警中
的核心作用，针对山洪地质灾害
易发区、地面观测薄弱区，重点做
好局地小范围强对流雷达回波的
实时动态监测。加强突发性、短
历时灾害性天气的临近预报，明
确气象灾害的影响时段、范围、影
响程度和发展趋势，做到早发现、
早提醒。

同时，要针对性开展旅游气象
服务工作。分类、分灾种加强旅游
气象服务保障，针对山岳型景区，强
化雷电、暴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风险预警；针对涉水景区，加强强对
流大风、中小河流洪水和暴雨引发
的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针对不同灾
种和人群，增加气象灾害影响预报
和风险提示。

此外，通知还提出要完善旅
游气象服务协同联动机制。完善
跨行政边界、跨流域的气象灾害
联防机制，上游地区要第一时间
将监测到的气象灾害和预报预警
共享到可能影响的地区，开展叫
应提醒。同时加强旅游气象灾害
防御科普宣传，推动与文旅部门
联合开展景区工作人员气象防灾
减灾培训，提高防灾避险和应急
联动能力。

中国气象局强化部署旅游气象服务

强化天气雷达在短临天气监测预警中的核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