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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游人在江苏苏州拙政园游览。
清明假期，人们纷纷来到户外踏青休

闲，感受春天的气息。
李博摄

踏青休闲

4 月 5 日，各式船只在茅山西大河参
加茅山会船（无人机照片）。

当日是清明节，江苏省兴化市举行茅
山会船盛会，船只和选手齐聚茅山西大河，
参加竞技和表演。茅山会船始于南宋，现
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汤德宏摄

茅山会船

4 月 5 日，游客在成都崇州市元通古
镇观看“汇江老龙”巡游表演。

当日，崇州元通清明春台会在四川成
都崇州市元通古镇拉开帷幕。由269人手
举269截龙身汇聚成的“汇江老龙”，在古
街上巡游。

邢拓摄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巨龙”巡游

“体检”山河防灾减灾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观察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将于今年全面收官。当前，普查工作成效如何？普查成果

如何服务防灾减灾？带着这些问题，近日记者参加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媒体基层

行”活动，赴福建、江西等地开展调研。

“把脉”“体检”摸清风险底数
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193号，福州市

应急指挥中心所在地。
指挥中心墙壁上，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引

人关注，上面显示的管理系统集纳了福州的应
急、气象、住建、市政、公路、地质、水旱、海洋和
林草等9个专题65个图层数据。

这张自然灾害普查成果“一张图”，犹如一
项项体检指标，构建了当地自然灾害风险管理
基础数据体系，为灾前、灾中、灾后的自然灾害
综合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任立明介绍，通
过普查数据的多源采集以及有效整合，建立统
一的自然灾害普查数据底座，使各级领导者能
够快速、及时、便捷地全面掌握自然灾害相关信
息，为应急指挥调度提供决策支撑。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提升
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基础性工作。2020年5月
3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近三年来，国
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
组各成员单位、各地区坚持“全国统一领导、部门
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

和“试点先行、适度扩面、全面铺开”的工作步骤，
努力克服疫情等影响，开展普查调查工作。

这次普查中，在福建，汇聚了9个行业约1307
万条普查调查数据；在江西，获取全省灾害风险要
素数据2000多万条……在全国，共获取灾害风险
要素数据数十亿条，并取得多项“第一次”。

——第一次全面摸清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
设施的“家底”，形成具有空间位置和物理属性
的房屋建筑海量数据，特别是城乡房屋建筑第
一次有了“数字身份证”；

——第一次摸清了全国森林可燃物载量
的“家底”，为我国森林草原火灾防治提供重要
基础；

——第一次开展并形成了覆盖“全国—省—
市—县—乡镇—社区村—家户”的政府、社会、基
层、家庭等全国综合减灾能力调查数据集；

……
“调查是灾害风险普查的基础。”国家减灾

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郑国光表示，
通过普查调查工作，基本摸清了全国自然灾害
风险隐患底数，查明了重点地区抗灾能力。

对症“下药”助力隐患治理
来到福建省晋江市泉州湾河口湿地“蓝色

海湾”项目，只见新种植的红树林连绵成片，不
时有白鹭飞翔其间。

晋江地处福建东南沿海，台风、风暴潮是最
主要的海洋灾害。结合这次普查，晋江全面摸
清了区域内121公里海岸线海洋灾害基本情况，
形成了晋江市第一部海洋灾害风险评估报告，
并同步开展海岸带防护修复工作。

“我们根据普查数据，对红树林种植进行精
确规划。”晋江市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与地质矿
产科科长王玉志说：“红树林通过消浪、缓流、促
淤三大功能实现防浪护岸效果，有重要的海岸带
防灾减灾功能。我们历时1年零8个月，共种植
修复红树林2912亩，海岸生态化改造6.2公里。”

福建省普查办副主任、省减灾中心主任周

翔介绍，福建省将普查数据成果应用到防灾减
灾工作中，直接利用灾害点位数据开展隐患治
理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

记者了解到，以普查数据助力基层隐患点
整治，类似做法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

例如，湖北基于普查成果数据，对库区2000
余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一点一策”提出防治措
施；重庆大力推进桥梁隧道、易涝区域等风险点
物联智能感知配套建设……

国务院普查办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风险监
测和综合减灾司副司长袁艺介绍，此次普查形
成了我国主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区划与防治
区划，为进一步在单灾种风险防范基础上开展
综合风险防范和灾害针对性防治提供了科学
依据。

深化应用强化事前预防
记者调研发现，不少地方正探索以普查数

据为抓手，深化普查成果应用，努力让数据“跑
起来、活起来、用起来”，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
向事前预防转型。

有的地方将普查数据融入应急指挥系统，
与智慧城市等城市管理平台融合，将防灾减灾
与安全生产等打通，以系统化思维提升应急管
理水平，服务于城市安全管理。

在普查数据中选取34个重点水域安装监控
探头，只要有人越过设置的虚拟栅栏，防溺水视
播系统就会自动录像、自动报警……

这是江西省瑞昌市智慧应急指挥平台的一
项功能。为推动普查成果转化应用，当地搭建了
智慧应急指挥平台，汇聚风险普查各类数据，实

现重点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动态监测。
黑龙江聚焦资源型城市灾害风险管理，指

导鸡西市在煤矿和非煤矿山领域安全监管中应
用普查成果，“点穴式”精准治理，全面提升企业
安全风险防控能力。

有的地方瞄准减灾与应急前沿，加强“产学
研用”结合。例如，福建师范大学基于此次风险
普查，依托学校高性能计算中心，通过建模计
算，每 12小时动态评估福州城区台风灾害链的
灾害风险，未来将逐步应用到防灾减灾实战中。

“普查的目的在于成果的应用，普查的效益
也体现在成果的应用。”郑国光说，要进一步加
强组织协调，持续推进普查成果深化应用。

（刘夏村 周义 姚子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