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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彭州龙槽沟山洪灾害
事发前地方曾多次劝离游客
专家提醒野外遭遇洪水应科学避险

新华社成都8月15
日电（记者李力可、张海
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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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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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专人在重
要点位盯守巡查，做好
警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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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编制《吉林省卫生健康“十四五”规划》，到2035年——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以上 全面建成健康吉林
为全面落实健康中国战略，

高质量推进健康吉林建设，全方
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我
省编制《吉林省卫生健康“十四
五”规划》，提出到2035年“建成
健康中国”的远景目标。

据了解，《吉林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
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稳步提升”阶段性目标，
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提出更高
要求。需要加快完善健康政策，
持续推进健康吉林建设，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
求。到2025年，卫生健康体系更
加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逐步
健全，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对能力显著提升，中医药
优势和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健康
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人均
预期寿命在2020年基础上提高1
岁左右，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同比
例提高，健康吉林建设取得突破
性进展。公共卫生保障能力明
显增强。建立能够有效应对重
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适
应公共卫生安全形势需要的强
大公共卫生体系，早期监测、智
能预警、快速反应、高效处置、综
合救治等能力显著提升。

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得到有
效干预。健康知识基本普及，居
民健康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
力显著提高，有利于健康的生产
生活方式基本形成。艾滋病疫
情继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结核
病发病率进一步降低，寄生虫
病、重点地方病和人畜共患病危
害持续得到控制和消除，重大慢
性病发病率上升趋势得到遏制，
心理相关疾病发生的上升趋势
减缓，严重精神障碍、职业病得
到有效控制。

卫生健康服务能力和质量
大幅提升。优质高效整合型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优
质医疗资源实现扩容下沉，基
层医疗卫生网底更加巩固，分
级诊疗格局加快构建，中医药
特色优势进一步彰显，全方位
全周期服务群众健康能力持续
提升。卫生健康相关支撑能力
不断提升。适应行业特点的医
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健
全，卫生健康科技创新能力进
一步增强，卫生健康信息化建
设加快推进，健康产业持续发
展。卫生健康制度进一步健
全。卫生健康法规、规章体系
进一步完善，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持续深化，保障人民健康优
先发展的制度体系和健康影响

评价评估制度逐步建立，将健
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理念进一步
深化，卫生健康治理能力和治
理水平显著提升。

展望2035年，建立与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
卫生健康体系，基本医疗卫生
制度更加完善，人均预期寿命
达到80岁以上，人均健康预期
寿命逐步提高，全面建成健康
吉林。

要 构 建 强 大 公 共 卫 生 体
系，筑牢人民健康安全屏障。
提高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增强
早期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应急
响应和快速处置能力。提高传
染病疫情救治能力。强化医防
融合。推动公共卫生服务和医
疗服务高效协同，探索建立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与医疗机构公
共卫生人员交流机制，互派专
业人员交流学习。依托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高血
压和Ⅱ型糖尿病为切入点，实
施城乡社区慢病医防融合能力
提升工程，为每个乡镇卫生院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培养1－2
名具备医防管等能力的复合型
骨干人员。探索建立以基层医
生团队为绩效考核单元、以健
康结果和居民满意度为导向的
考核体系，提升基层慢病诊疗、

随访、健康管理全流程服务能
力。推动预防、治疗、护理、康
复有机衔接，形成一体化健康
管理服务模式。

要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
素，扎实推进健康中国行动。健
全完善健康中国行动协调推进机
制。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健全健
康教育体系，到2022年和2025
年，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别
提升到22％和22％。持续推进健
康县区建设，国家和省级健康县
区比例不低于40％。推进健康促
进医院建设，二级以上医院中健
康促进医院比例不低于50％。突
出加强新时代学校健康教育，切
实保证学校健康教育时间。持续
推进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培养
青少年学生的健康观念，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形成终身受益的
健康生活方式，筑牢“健康根
基”。推行健康生活方式。全面
实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推
进“三减三健”（即减盐、减油、减
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
骼）等专项行动。实施国民营养
计划和合理膳食行动，倡导树立
珍惜食物的意识和养成平衡膳食
的习惯。

要 广 泛 开 展 全 民 健 身 运
动。加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
系建设，加快公共体育场地设施

建设，推进公共体育场馆和学校
体育场馆开放共享，提高健身步
道等便民健身场所覆盖面，努力
打 造 百 姓 身 边“15 分 钟 健 身
圈”。广泛组织开展“爽动盛
夏”“乐动冰雪”等全民健身活
动，打造一批群众喜闻乐见、具
有鲜明特色的全民健身品牌活
动。强化学校体育课和体育锻
炼，确保中小学生每天校内体育
活动1小时以上，引导学生开展
课外锻炼，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
习惯。落实国民体质监测制度，
探索建立“健康小屋”，促进体质
监测、运动健康服务及科学健身
指导相结合，提高健身与健康指
导服务水平。深化体医融合，建
立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进健
康模式，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加
强非医疗健康干预，建立运动处
方库，推进处方应用。

同时要加强重大疾病防治。
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实施慢性
病综合防控策略，完善政府主导
的慢性病综合防控协调机制。加
强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防
控。加强疫苗预防接种工作。加
强影响健康的环境问题治理，维
护食品药品安全、深入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等。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光辉历程”名家经典诗文音乐朗诵会
为精彩夜吉林增添亮色

8月15日晚，精彩夜吉林·2022消
夏演出季“光辉历程”名家经典诗文音
乐朗诵会在长春文庙广场上演。

此次演出星光熠熠，汇集了著名语
言表演艺术家丁建华，影视表演艺术家
杜宁林、王卫国、吴京安，朗诵表演艺术
家康庄，影视演员陈宣宇，青年朗诵艺
术家云天同台朗诵表演。演出通过“岁
月箴言”“奋进放歌”两个篇章进行，“美
哉我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
与国无疆！”吉林省关工委筑梦教育活
动办公室出品的少儿群诵《少年中国
说》朝气蓬勃，振奋人心，拉开演出的序
幕。第一篇章“岁月箴言”中，英雄模范
人物叶挺的《囚歌》、陈辉的《为祖国而
歌》、白深富的《花》、《人格的力量》——
赵一曼的故事如歌如泣，透过铿锵饱满
的声音和真情的朗诵，革命英雄愿以自
己的血肉和生命保卫祖国的赤子之心
跃然于舞台之上，如一场跨越时空的心
灵对话，令人动容。在第二篇章“奋进
放歌”中，《父母之河》《挑山，致我艰难
的祖国》《王进喜的独白》《我的中国》
《爱情的故事》以黄河气概、挑山精神、

铁人精神、革命情侣的爱情故事为缩
影，抒发了中华儿女对祖国浓浓的眷恋
之情，歌颂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

精神。演出在全体朗诵艺术家献上的
《光辉历程》中落下帷幕。城市晚报全
媒体记者 陆续 省文旅厅供图

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示范城市名单

我省长春市和四平市上榜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发布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确定国家知识产
权强市建设试点示范城市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经地方申报推荐、材料
审查、专家评审等程序，确定全国38个
城市（城区）为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
示范城市，72个城市（城区）为国家知识
产权强市建设试点城市，试点示范时限
自2022年7月至2025年6月。

据了解，其中，国家知识产权强市
建设示范城市名单中有吉林省的长春
市，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城市名
单中有吉林省的四平市。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知识产权局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2021—2035年）》和国务院印发的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
划》任务部署，以开展国家知识产权强
市建设试点示范工作为重要抓手，加强
工作指导和资源投入，与相关城市建立
强市共建机制，指导城市制定试点示范
工作方案，通过层层分解任务、逐级压
实责任，实现省市联动、全域行动，打造
区域知识产权工作高地，引领带动全省
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通知》明确，有关城市要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指导下优化
完善试点示范工作方案，明确任务分
工，自批复之日起2个月内由城市人民
政府印发，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
产权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运用促进司备
案。要将试点示范工作纳入市委、市政
府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和条件
保障，加快落实各项工作举措，不断提升
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确保试
点示范工作取得实效，切实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
支撑。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