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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14个月，破解多项难题

聊聊城城黄黄河河防防汛汛队队伍伍改改革革试试点点通通过过验验收收

城事 B03

2月23日，由黄委防办、山东河务局规计处(改革办)和防办、聊城市防指等单位
(部门)组成的验收组，对照聊城市黄河防汛队伍改革试点方案，严格审查了防汛队
伍改革任务完成情况，一致同意试点工作通过验收。标志着历时14个月的深化防
汛队伍改革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形成了一系列可参考、可复制的改革成果。

聊城市防汛队伍改革成果汇报会上，抢险队员在应急演练。(资
料片)

出台9项“本土”化制度办法

2015年，全市有21011名防
汛队伍参与各类培训演练，圆
满完成山东黄河河务局组织的
紧急集结演练任务，充分展示
了全市防汛队伍快速、机动、高
效的专业素质和良好精神风
貌。

据了解，早在2015年7月，
聊城黄河河务局组织相关人员
着手制定三类防汛队伍的建设
管 理 制 度 和 办 法 。与 沿 黄 乡
(镇、办事处)、村委负责人讨论
交流，征求市、县防指有关成员
单位、聊城市军分区、武警支队
等各方意见，先后出台《聊城市
群众黄河防汛队伍建设管理办
法》、《聊城市黄河防汛队伍培
训演练管理办法》等9项制度办
法。为黄河防汛队伍的规范化

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
而另一项“本土化”特色则

体现在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创新
运用上，自1987年实施的黄河防
汛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以来，地
方政府与黄河河务部门间的沟
通交流得到进一步强化。

由东阿县 1 1位长期在乡
(镇、办事处)工作、具有丰富防
汛或水利工作经验的各乡(镇、
办事处)水利站人员，担任防汛
队伍改革的协管员，全面实现
汛前，汛期和洪水期间与河务
部门的密切联系及协助工作。
群防队伍改革后，东阿黄河河
务局将群防队伍的组织和上
防、十余种料物的储备任务建
立了一套“明白账”，每个乡镇
都有足够的防汛抢险物资。

相关链接

>> 适时调整上防标准，队伍培训率显著提升
近年来，随着黄河防洪工

程建设和社会信息化、机械化
水平的不断提高，黄河防汛抢
险、运输主要依靠机械设备，
1994年的山东省黄河防汛管
理规定确定的上防标准已不
再适应当前防汛抢险的形势。

为确立新的上防标准，根
据防洪工程现状和经济社会
发展状况，结合新印发的《山
东 省 黄 河 防 汛 巡 堤 查 险 办
法》，通过对群防队上防人数、
基干班上防标准进行了测算，

由山东黄河河务局确定，对基
干班上防标准进行调整。最大
上防基干班数量由14个/公里
调整为10个/公里，北金堤最
大按照10个/公里上防。

“重点培训主要是基干班
班长、技术员，民兵抢险队、企
业抢险队全体人员，护闸队培
训正、副队长和技术员，脱产
干部、后勤保障中层以上干
部，企业抢险队采取分时段、
分批次培训。”据了解，为切实
提高队员抢险技术水平，在此

次改革过程中针对不同的防
汛队伍设置了不同的培训方
案，特别是针对原一线群防队
伍培训率难以达到 60%的现
状，本次改革创新培训方式，
采取重点培训与广泛培训相
结合的方式。通过改革，一线
队伍培训率达到了69 . 7%，既
缩小了重点培训范围，减轻了
培训压力，又对关键岗位的关
键人员进行全面培训，全面提
升了队员的技术水平和业务
素质。

>> 群防队三线并两线，组建武警抢险队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防汛

队伍“组织难、调度难”的问题
日益突出，同时，黄河防洪工程
体系不断完善，险情发生几率
降低，用于防守、抢险的人员数
量也相应减少。因此，“减量提
质”显得尤为重要。

“严格控制18～30、30～
40、40～50岁三个年龄段的人
员比例分配，选用人员仅在聊
城市范围内活动。”采访过程
中，记者了解到，此次改革过程
中，群防队伍建设的改革被摆

在了重要位置，群防队伍由原
一、二、三线调整为一、二线组
织，共58880人，较2014年减少
0 .8万人，由沿黄三县5个企业
新组建了5支企业抢险队，按民
兵管理机制组建15支民兵抢险
队每队队员调整为50人，对32
个乡镇422865名人员进行了调
查，建立了各类防汛队伍数据
库，实现队员年龄，学历等因素
的动态管理，适时淘汰年龄过
大或不能胜任抢险需求的队
员。

由聊城武警支队负责，聊
城黄河河务局派员指导，优化
组建了2支共100人的武警抢险
突击队，每队保证1/3～1/2的
老兵，既保证队伍年轻化、高学
历化，又注重以老带新。

同时，根据分散管理，保障
质量，统一调度的原则，创新了
料物储备方式。与东阿县守庆
机械租赁公司达成协议，确定
租赁对象，签订设备租赁意向
书，基本实现抢险队抢险设备
社会化。

文/片 本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康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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