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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的成因和种类可以说多而复杂，暴雨、台风、地震、
火山爆发、海啸等都有可能引发洪水，甚至人为因素也可能
造成洪水泛滥。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两种和大家关系最近的
洪水——暴雨洪水和溃堤洪水。

顾名思义，暴雨洪水是大雨、暴雨引发的洪水。由于降
雨过多过猛，超过了排水系统的极限，使得雨水汇集成河，
进而引发洪水灾害。在春夏季暴雨期间，暴雨洪水突发的
可能性大大增加，且城市乡村皆有发生可能。一旦出现水
灾，轻则影响交通出行，严重时会造成地区电力瘫痪，甚至
出现伤亡案例。

溃堤洪水则主要发生在沿河、沿江、沿海地区，是当洪
峰来临时，由于水位过高漫过堤坝，或水流湍急造成堤坝决
口而引发的洪水。

水利工程如何预防洪灾？

面对洪水最有效的防护措施无疑是水利工程，堤坝、水
库、泄洪区等水利设施都能有效地在洪水期间保护我们的
生命财产安全。说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会有疑问，新中国
成立的70年间一直在兴修水利工程，其中更是有三峡大坝
这样的超大型工程，那为什么还是会有水患呢？是不是说
水利工程对治理洪水意义不大，“天定胜人”呢?答案是否定
的。我们就从几种常见的水利工程出发，讲一讲水利工程
是如何保护城市的。

洪水本质上是河流流量忽然增大，短时间内河流流量
的忽然增加便是洪峰，洪峰也是洪水产生危害的直接方
式。所以，我们对洪水的预防手段说来简单，就是不要让洪
峰超过河道、水库的承载力。达到这个目标有两种方法：扩
大河道容量、削弱洪峰。前者主要通过竣疏河道和加高堤
坝来完成，强化下泄能力、强化河道承载能力；后者则通过
水库蓄水和泄洪来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个水利工程是为了预防洪灾
的荆江分洪区。荆江是长江的一段河道，在当地有一个广
为流传的说法：“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因为地势低洼，长江
带来的泥沙在此大量沉积抬高了河道，并且荆江段的河道
特别弯曲，有九曲回肠的称号。这导致了荆江水灾频发，而
荆江分洪区就是通过分洪来削弱洪峰。

但分洪是预防洪水的最后一条路，因为一旦打开分洪
闸，分洪区人民的房屋、田地势必要被洪水淹没。目前，荆
江分洪区只在1954年被启用过一次，也希望这个工程能永
远处于“备而不用”的状态。

与分洪区不同，水库的防洪作用不是将水引走，而是
“压扁洪峰”。在上游产生强降水，可能出现洪峰时，水库便
要开闸泄洪，以清空库存，这样便可以在洪峰来临时储存尽
可能多的水，减少下游流量，以达到削减洪峰的目的。

遭遇洪灾我们应如何避险？

虽然现在我们有着十分完善的水利设施，但是城市内

涝和暴雨洪水仍然是很难完全避免的。当我们遭遇洪灾的
时候，我们该采用何种方法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生命财
产安全呢？

在洪灾高发时节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及时关注预警
信息。在汛期，容易遭受洪水灾害的地区的群众应该养成
留意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信息的好习惯。在容易发生暴雨
的时期减少出行，不去可能发生洪水的危险区。如果居住
在洪水易发区附近，及时准备转移，防患于未然。

如果洪水来临时，我们来不及转移，要就近迅速向山
坡、高地、楼房、避洪台等地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
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与此同时尽快与当地政
府防汛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
救援。

如果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地点将要被淹没。此时我们
务必不要慌张下水，企图游到安全的地方。最好迅速找一
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做成
筏子，至少要在自己身上绑上塑料瓶、泡沫板等物体。

如果我们不慎落入水中，切忌惊慌失措和放弃求生，首
先要尝试能否在水中站起来。尽量将头露出水面，调整呼
吸；在可能的情况下及时脱掉鞋子，防止打滑并且更容易蹬
水。遇到水中固定物时一定要用力抓住，固定身体积极等
待救援。

如果在室内遭遇洪水，也不能掉以轻心，在洪涝灾害中
有为数不少的受害者死于触电。当我们发现水漫入家中
时，一定要及时切断电源，携带食物、饮用水和通信设备向
高层或者房顶转移。

在积水路面出行时，如果看不见路面情况，一定要准备
一支长杆或者类似物。持续的侦测前方水面深度，万万不
可前往深水区。在城市内涝导致的伤亡中，失足落入下水
道或坑中占很大一部分。

最后，暴雨天气中不要前往树下或山顶等地，防止
雷击。

此外，洪水带来的灾害并不是随着洪水退去便宣告完
结。因为洪水会污染灾区的饮用水，并且破坏当地的卫生
资源，这使得洪水后肠道软染病和流行性出血热容易流
行。灾后防病，保障“大灾无大疫”也是防灾治灾工作的重
要一环。注意饮食和饮水卫生是预防传染病的关键。其
次，我们要尽量避免接触灾后剩余水体，避免蚊虫叮咬。以
及最重要的：不能让粪尿入水。总之，掌握洪水的避险知
识，一定程度上能帮助我们在汛情期间渡过难关。

（来源：科普中国）

面对洪涝，该如何避险

“一老一小”,“一老”连着“夕阳”,“一小”连着“朝阳”,关
乎民生、连接民心。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不仅牵动着亿
万家庭，也对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日前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
“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
负担”“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
险体系”。当前，我国“一老一小”工作进度如何？各地进行
了哪些探索和实践？记者近日进行了走访调研。

整体推进
政策体系逐步完善

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8
亿，占比19.8%，预计“十四五”末将达到3亿，2035年后将达
4 亿左右；我国三岁以下婴幼儿人数超 3200 万，每年新增
1000万左右。

“一老一小”事业发展得好不好，不仅事关当前、更事
关长远。2020 年底，《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
意见》发布，提出四个方面23项举措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
康发展，并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建立健全“一老一小”工作推
进机制。

目前，我国已有429个城市（区）完成“一老一小”整体解
决方案编制工作，实现市地级全覆盖。国家发展改革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中央预算内投资、老龄
化能力评价考核、示范城市创建等工作与方案编制实施情
况相挂钩，激励地方政府积极主动作为。

“政府出台了托育机构水电气暖执行居民价格的政策，
但我们一些托育机构租用的是商业楼宇，不好办理相关手
续。我们将这一情况反映给养老托育工作指挥部后，在有
关部门的统筹协调下，优惠政策得以顺利落地。”山东起跑
线家庭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梅说。

成立工作指挥部或领导小组，建立工作专班，制定任务
清单，召开联席会议，纳入考核体系……各地加快健全工作
机制，完善养老托育支持政策，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加强普
惠供给，努力绘就“老有颐养、幼有善育”的温暖画卷。

各方参与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在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妇幼保健院福佑托育园，记者
看到3岁多的禄禄正在玩积木，见有人过来，他便和其他小
朋友一起主动打招呼。

“去年3月，他被诊断出‘孤独症谱系障碍’，他妈妈同时
检查出患有甲状腺癌，家里没有老人可以帮忙，很是犯愁。
刚好不久后我们托育园开了融合班，我立即联系了他妈
妈。”福佑托育园老师黄娜说，禄禄在这里不仅可以得到看
护，通过专业的“一对一”个体化训练，提高认知、理解能力，

还能通过集体课改善社会交往障碍。目前禄禄的沟通交往
能力已有显著提升。

发挥妇幼保健机构特有的医疗、保健和康复资源优势，
创设“医、教、康”一体化、一条龙托育综合服务模式；推进托
幼一体化建设，鼓励支持幼儿园开办托班；推进大型园区、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职工提供福利性或普惠性托育服务；
给予场地、税收优惠等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投入养老托育服
务……各地积极构建养老托育多元化发展模式，不断拓宽
服务供给。

在杭州市拱墅区，和睦街道通过收回全部沿街店铺，腾
挪出空间提供养老服务。在社区便民服务一条街，有公益
轮值空间、便民缝补店、爱心理发店、老人洗浴等生活服务
场所，几乎涵盖老年人居家养老所需的所有日常服务项目，
成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街区式养老、个性化智慧化居家养老等新模式不断涌
现，养老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不断提升。

业态外延
联动效应潜力巨大

根据《“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到 2025 年每千人口
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将达 4.5 个，养老机构护理型
床位占比将达 55%，新建居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
100%达标。

目标已定，如何推动养老托育事业加快发展？“推动业
态外延，加强养老托育和其他业态的协同联动，有助于延伸
产业链，提升经济和社会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
规划研究室副主任关博说。

在上海市莘庄镇莘松社区食堂，81岁的孤寡老人刘奶
奶找到了自己晚年生活的乐趣。通过参加社区食堂举办的
重阳节等主题活动，刘奶奶结交到不少新朋友。

“社区长者食堂不仅肩负提供膳食的功能，更是老年人
建立社会关系、进行社会互动、改善社区生活的重要场所。”
上海缘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鲁小锋说，希望以“助
餐+”服务的模式，动员社会公益组织、爱心人士共同呵护老
年人的晚年生活。

专家表示，养老托育与餐饮、医疗、旅游、康养等其他业
态的融合，有助于延伸产业链，开发上下游产品服务；同时，
加强产教融合，加快培育高素质人才队伍，将进一步助力养
老托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托育人才的培养还有很大缺口，并存在课堂教学
与课后实训脱节、毕业与就业脱节、所学技能与岗位要求不
匹配等问题。”阳光大姐集团董事长卓长立说，要在专业课
程设置上精确定位，同时学校应加强与机构的合作，为学生
提供良好的实训、实习平台。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推进“一老一小”工作 绘就“朝夕美好”温暖画卷
新华社记者潘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