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期 汛期”出行勿忘安全

暴雨时尽量待在室内
暴雨时如果身处室内，非必要不外出，

密切观察房屋漏雨情况和室外水势；地势

低处的居民可在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

袋，或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

如果在室外，应尽快回到室内，在户外

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

走，防止跌入窨井、地坑等。此外，发现高

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等情况，要远离，

不可触摸或者接近，防止触电。

城市突发大量降雨，常造成低洼处路

面积水，威胁车辆和车内乘客生命安全。

如果能明确积水很浅，应慢速通过，不要快

速冲过去；如果积水深或积水深度不明时，

不可贸然闯过，应停车等待，不可尝试在已

经被水淹没的公路上行驶。

如果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且水位迅速

上升，应立刻冲出来，弃车逃到地势比较高

的地方。

在台风天气，当必须外出时，建议穿上

雨衣，不要打伞。行走在路上，尽量远离高

大树木、棚子、架子等；不要在高墙、广告牌

及居民楼下行走，以免发生重物倾斜或高

空坠物等突发事件。此外，也应避开高层

施工现场，不要靠近塔吊或工地围墙。

遇山洪袭击要快速撤离
在山区旅游时，突遭暴雨侵袭，河流水

量会迅速增大，很容易暴发山洪。在山区

行走和中途歇息中，应随时注意场地周围

的异常变化和自己可以选择的退路、自救

办法。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

时，须特别注意。受到洪水威胁时，应该有

组织地迅速向山坡、高地处转移。

在山区突然遭遇山洪袭击时，要以最

快的速度撤离，不要贪恋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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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遭洪水围困于基础较牢固的高岗或

坚固的住宅楼房时，无论是孤身一人还是多

人，往往只要有序固守等待救援，或等待陡

涨陡落的山洪消退后即可解围。如措手不

及，被洪水围困于低洼处的溪岸、土坎或木

结构的住房里，有通信条件的，可利用通讯

工具寻求救援；无通信条件的，可制造烟火

或来回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

救。同时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排、门板、木

床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

水灾救人确保自身安全
中华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创始主任委

员，同济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刘中民教授告诉记者，万一不幸落水，不会游

泳者不要因紧张害怕而放弃自救，落水后应

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

机会换气，并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再屏气，

再换气，如此反复，就不会沉入水底。

如果在水灾中遇到淹溺者，施救者务

必先确保自身安全。溺水者被救上岸后，

应立即开放气道，检查呼吸。有自主呼吸

者，可排除气道内的液体，推荐倾斜俯卧

位，让溺水者俯卧，腹部贴在施救者膝盖

上，拍击其背部，使气道内的水排出。如果

溺水者心跳已停止，则开始心肺复苏。

暴雨和台风灾害天气中，还可能发生

触电情况。刘中民表示，这时首要的抢救

措施，是迅速切断电源，然后再抢救伤者，

“切忌直接接触伤者。施救者做好自身绝

缘保护，用干的木棍、塑料棒等不导电的物

体挑开电线，最好能够穿上胶鞋或站在干

的木板凳上，戴上塑胶手套。”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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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是每年的旅游黄金时间，然
而近日，数条关于旅游的热搜却让人
看了不是滋味。
近日，多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旅

游的游客，将车停在陈巴尔虎旗公路
边的草原上，牧民见状上前劝离，而
游客不但不听，还辱骂牧民。昨天，
当地公安机关通报，对数名游客进行
不同等级处罚。
而在西藏羊湖，也有这么一群自

驾客，公然将三辆越野车直接开进了
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卓雍措湖边
浅水中进行摆拍，还放出无人机居高
临下进行航拍。这种举动不仅触犯
风景名胜管理规定，也是不尊重当地
风俗，冒犯、亵渎当地人信仰的大
事。无独有偶，上个月，在新疆独库
公路，“公路变垃圾公路”的相关视频
也曾冲上热搜。文明旅游这一话题
再次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眼下正值暑期，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情况下，很多景区都迎来了旅游旺
季。旅游业回暖的态势让人欣喜。
然而，随之而来的各种旅游乱象也成
为其中的不和谐音。
旅游不文明现象为何屡禁不止？最根本的

原因在于有些人对不文明旅游行为的“习惯性忽
视”，没有养成一种文明自觉，致使文明旅游成为
“眼中有、心中无”的软肋。

旅游的本身，性质是“做客”。以己度人，旅
游消费者更要做到遵守规范，尊重旅游当地的
风俗和习惯，尊重各民族宗教习惯，尊重他人的
权利。
文明旅游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而要落实

于行动。人在看风景，自己亦是景中画。文明
出游是享受美的过程，也是传播美的过程。这
不仅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表现，更是一个城市
文明程度标志，乃至一个国家整体文明素养水
平的体现。
在寻找“诗和远方”的路上，游客应规范自

身行为，始终将“文明攻略”收入行囊，为社会发
展注入文明力量，让文明旅游的良好风尚与美
景融为一体，保护祖国的好山好水。只要我们
更多地去探索管理智慧，将人性化考量和刚性
约束并举，文明旅行更值得被期许。

为推动各地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加快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政策、稳经济

一揽子措施，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国务

院拟于8月下旬组织开展第九次大督查，对山

西、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进行实地督查。为实现督查提质增效与减

轻基层负担并举，确保督查人员能带着线索

去、跟着问题走、盯着问题改，三分之二以上

的督查人员、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精力用于

线索核查和暗访督查，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

从即日起面向社会征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线索：

一是稳增长方面。主要征集落实扩大需
求政策措施不到位，水利、交通、能源领域重

大基础建设项目审批程序繁琐、建设进度迟

缓以及用地、用海、用能要素保障不到位，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使用不到位，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未按期开工或者开工后建设进

度缓慢，稳定增加汽车等大宗消费政策落实

不到位等问题线索。

二是稳市场主体方面。主要征集大规模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落实不到位、骗取留抵

退税，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以及国有

房屋租金减免政策落实不到位，有关金融机

构未按要求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理

续贷、展期、调整还款安排，地方政府部门开

展运动式执法、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行业协

会商会依托行政机关或者利用行政影响力乱

收费，中介机构借助行政资源垄断经营、强制

服务、不合理收费，有关单位借疫情防控违规

收费、不合理收费等问题线索。

三是稳就业保民生方面。主要征集有关
地方和单位落实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

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政策

措施不到位，落实技能提升补贴、一次性扩岗

补助、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措施不到位，推

进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不力，对困难

人员救助或纳入低保不及时，对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增发生活补贴不到位，拖欠教师工资、

乡村医生补贴等问题线索。

四是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主要征
集有关地方和单位在推动企业复工达产中弄

虚作假，提供员工返岗、物流保障、上下游衔

接服务不到位，落实帮助外贸企业稳订单稳

生产、支持外资企业稳生产稳经营政策措施

不到位，迎峰度夏电力保障不到位，对企业生

产所需的原材料、关键零部件供给保障不足，

对港口及货场货物堆积、周转困难协调解决

不力，违规设置检查卡口、阻碍货运物流畅通

等问题线索。

五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方
面。主要征集有关地方和单位在政府采购、
项目招投标、二手车交易领域出台地方保护

政策、限制和排除公平竞争，政务数据不共

享、仍要求群众多头重复提供有关证明，政

府承诺不兑现、“新官不

理旧账”，政府机关、事

业单位、国有大型企业

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等问

题线索。

同时征集有关地方

和单位落实疫情防控政

策举措不到位、违反疫情

防控“九不准”要求、搞层

层加码和“一刀切”，保障

粮食和能源安全工作不

到位，落实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策措施不到

位，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不到位，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

化”工作不力等方面问题线索。

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如掌握以上方面的

问题线索，可以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

台反映。对其中有代表性的问题线索，国务院

办公厅督查室将及时转实地督查组进行核查，

以实际行动回应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关切。

线索征集时间：2022年8月1日至8月

20日。

感谢对国务院大督查工作的关心和

支持！

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

2022年8月1日

关于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征集问题线索的公告

国务院
“互联网+督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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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山洪、暴雨怎样科学避险？

近期，局地强降
雨引发山洪，成灾快、
危害大，四川、甘肃等
地出现严重山洪造成
人员伤亡事件。上海
今明两天受高空短波
槽影响，将出现强对
流天气，并伴有雷电、
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
风；此前，本市也曾出
现局地短时暴雨天
气，市防汛指挥部数
次启动防汛防台分级
响应行动。
暴雨到来前应做

好哪些防灾准备？外
出旅游时，山洪避灾
要点有哪些？ ■ 8月14日，成都，彭州龙漕沟山洪过后，救援队员继续搜索 红星新闻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