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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和乡村振兴

2022 年春节前，我省无安全住房、
符合保障政策的 57974户受灾群众全部
搬入安全住房。

“看到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生产生
活秩序得到恢复，重建修缮的房屋安全
暖和，家家都在忙年，年货备得也很齐
全，庄稼地里孕育着生机，我感到很欣
慰。”习近平总书记在临汾市霍州市受
灾村民师红兵家中看望时说。他指出，

“乡亲们在生产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
党和政府要继续帮助解决。”

深情话语暖人心田，殷殷嘱托催人
奋进。我省持续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
活，加快易地集中建房进度，确保选择
易地集中建房方案的受灾农户早日入
住。积极推进存在安全隐患的农房整
治，力争年底前基本整治到位。

5 月 19 日，孝义市大孝堡镇农村住
房灾后重建安置工程现场，700 余名建
设者挥汗如雨、奋战一线。该工程建设
内容包括 15 栋安置楼、780 套安置房以
及配套设施，预计 6月底主体结构封顶，

9月底完成简装，具备拎包入住条件。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

各级各部门、有关单位和干部群众全力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力保障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全力抓好受损
房屋修缮重建工作，全力推动水毁基础
设施修复建设，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打赢了防汛救灾和灾后建设这场
硬仗，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了合格
答卷。

阳 光 朗 照 大 地 ，希 望 在 田 野 中 升
腾。目前，全省已修复受损农田 195.1
万亩、修复畜禽圈舍 160.2 万平方米，未
修复的农田、圈舍都已纳入年度高标准
农田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农村
受损供水管网、电网、受灾油气企业管
道、通信基站、光缆已全部抢修恢复。

时下，在农业农村部门的指导下，
翼城县唐兴镇寿城村的村民们正在田
里进行追肥。去年灾后抢种的冬小麦
已经开始抽穗，幸福生活在村民们的手
中逐渐绽放开来。受灾户革德成一家
住进了新房，他在政府的扶持下养了 20
多头猪，第一批生猪即将出栏。当前，
各级农业农村及乡村振兴部门和有关

部门正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统筹推进
灾后恢复重建和乡村振兴，在提升稳粮
保供水平上再加力，在提升防灾减灾能
力上再加强，在提升监测帮扶实效上再
用功。

着力夯实应对自然灾害
的基础保障

“加强流域综合治理，补齐防灾基
础设施短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山西奋勇向前。

2021 年 10 月 ，连 续 的 强 降 雨 之
后 ，全 省 37 条 河 流 暴 发 50 立 方 米 /秒
以 上 的 洪 水 ，42 座 水 库 超 汛 限 水 位 运
行 ，乌 马 河 、象 峪 河 、汾 河 、磁 窑 河 等
堤防决口。

灾后建设中，我省按照“先修复、后
提升”的思路，迅速开展相关设施除险
加固，优先安排影响安全和群众生产生
活的水利工程。全省 251座受损水库已
修 复 214 座 ；88 座 受 损 水 闸 已 修 复 82
座 ；1027 公 里 受 损 堤 防 已 修 复 946 公
里；506 座受损淤地坝、塘坝已修复 479
座；64 座受损水电站已修复 59 座。在
未修复的水利设施中，有 6 座重大问题

水库，水利部支持将其纳入“十四五”除
险加固规划，其余的将在今年汛期前完
成修复。

经过 深 入 调 查 论 证 、反 复 修 改 完
善，我省制定出台《汾河流域防洪能力
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要求对支流昌源
河、乌马河、象峪河、磁窑河等 2021 年
秋 汛 受 损 严 重 的 河 流 以 及 清 水 河 、太
榆 退 水 渠 、潇 河 、浍 河 等 66 条 重 要 支
流 进 行 综 合 治 理 ，对 重 要 支 流 入 河 口
实施系统治理。今年汛期前我省将完
成 8 项 堤 防 塌 陷 和 裂 缝 、险 工 段 等 水
毁 修 复 工 程 。 今 年 年 底 前 ，汾 河 干 流
工程全面开工。

25 项河道治理工程开工，已完成 6
座干支流桥梁改造和 105813.78 亩干支
流河道管理范围内耕地种植结构调整，
建立了 166条河流堤防安全包保责任体
系……汾河流域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建
设攻坚战全面打响。

全 省 相 关 部 门 协 同 配 合 ，扎 实 推
进，向着灾后恢复重建第三阶段主要工
作目标迈进：在 1 年至 3 年内实现全省
重点河流和水利设施蓄洪排涝能力全
面提升，城乡重大设施应对风险能力明

显提升。

全面深化防灾减灾救灾
体制机制建设

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积极
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
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021 年，包括太原市迎泽区老军营
街道新建南路第二社区在内的 111个社
区 ，创 建 成 为 山 西 省 综 合 减 灾 示 范 社
区。这些社区拥有共同的特征：经常性
组织防灾减灾、安全生产、消防等宣传
活动，设立社区应急避难场所和应急物
资储备点并储备了一定物资，有防灾减
灾救灾志愿者机构、队伍，有预警信息
发布渠道。创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是
我省全面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
建设的一个缩影。

直面问题挑战和日趋严峻的自然
灾害形势，我省将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
制建设工作纳入《山西省“十四五”应急
管理体系和本质安全能力建设规划》，
制定出台全省气象灾害防御、地质灾害
防治、防震减灾等工作条例，持续深化

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应急管理
治理能力。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
结 合 ”的 工 作 方 针 ，落 实 责 任 、完 善 体
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努力实现从注
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
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
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不断提高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现
代化水平。

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我省正在着
力建立省、市、县互联互通的气象风险、
地质灾害预警体系，加强专业监测点建
设和群专结合监测预警工作，动态掌握
汛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健全应急响
应机制，完善省级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
案和各类预案，加强实战演练，确保一
旦预警能快速响应、高效运转。建立健
全救灾物资储备多渠道保障机制，加强
应急基地和队伍建设，宁可备而不用，
不可用时无备。

曾经大水漫过的土地上，如今新房
矗立，道路延伸、产业兴起，人们信心满
怀。三晋儿女接力奋斗，向着更加美好
的生活阔步向前。

据《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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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牵挂着灾区群众，今天到山西第一站就来到这

里，是要实地看一看灾后恢复重建情况。”2021年 10月，山西
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秋汛。2022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
书记亲临山西考察调研时第一站就来到临汾市看望慰问受灾
群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灾后恢复重建和乡村振兴，加
强流域综合治理，补齐防灾基础设施短板，提升防灾减灾救灾
能力，带领人民群众用勤劳双手重建美好家园，用不懈奋斗创
造幸福生活。

面对突如其来的汛情大考，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抓好防汛
救灾和灾后建设作为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
考验，迅速反应、有力推动。

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的实施意
见》，部署继续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3月 23日，全省灾后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要求奋力夺取
灾后建设全面胜利。全省各级各部门凝心聚力扎实推进灾后
建设工作，夯基补短，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全方位推
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55月月 1818日日，，航拍镜头下的霍州市师庄乡冯南垣村新貌航拍镜头下的霍州市师庄乡冯南垣村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