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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自动化监测技术，就是通过先进的
传感器、监测设备和通信技术，对地质灾害进行实
时、准确的监测与预警。”田锐敏指着一台自动化裂
缝监测设备介绍，裂缝数据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
如果裂缝扩大超过2毫米，便会发送预警信息到
省、市预警平台，技术人员会第一时间赶来现场复
核，做好应急预案。

田锐敏是该队地灾监测项目负责人，在她的
带领下，地质七大队建立起一支高水准的监测预
警技术队伍，足迹踏遍了宜昌市及神农架林区。

“自动监测设备是我们的眼睛，而我们就是‘哨
兵’。”田锐敏说，近年来，该队协助宜昌及神农架
地区持续完善地灾监测预警网络，“哨兵”们总是
第一时间分析处置繁杂的预警信息，及时反馈结
果，未出现一次漏报、缓报，为防灾减灾提供了重
要的技术支撑。

2023年8月7日，神农架林区遭遇百年一遇强
降雨，诱发多处地质灾害。次日9时10分3秒，林
区高坝子东侧斜坡几台监测设备连续触发黄色、红
色预警。

该队驻神农架协管员黄闻捷立即查看并分析监
测数据，结合前一日136毫米的降雨量，他判断该处
发生滑坡的可能性较大。当他赶到现场，发现斜坡
后缘出现开裂，前缘出现局部坍滑，加上当时正处于
强降雨阶段，黄闻捷判断极有可能再次诱发滑坡，于
是果断建议撤离村民。13个小时后，一栋民房后的
挡墙出现垮塌，所幸3户12人及时撤离，未造成伤
亡。“整个雨季，我们共协助林区政府转移安置222
人、紧急转移受困人员6人，对8条泥石流沟后续排
危治理工作提出科学建议，未出现任何伤亡和失
踪。”黄闻捷说。

据介绍，五年来，该队协助宜昌及神农架地区建
成657处地质灾害自动化监测点，基本覆盖宜昌市
及神农架林区所有县市区，通过“技防和人防”手段
成功预报及有效预警地灾11起，避免205人因灾伤
亡、4000余万元财产损失。

地质七大队主要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
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等各项工作，奋力建成全省
标杆环境保护站，打造全省防灾减灾救灾铁军，以实
际行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23年7月8日，暴雨过后，五峰县宜来高速施工现
场发生大型山体滑坡，约30万立方米的不稳定山体随时
有再次塌方危险，情况紧急。

作为地方地灾防治的主力军之一，地质七大队闻灾
而动、听令而行，第一时间组织技术力量赶赴现场，开展
初步调查和应急救援工作。

深夜，塌方处极易诱发次生灾害，面对危险，队员们
没有退缩，他们深知救援黄金72小时的重要性，一刻都
不容耽搁。

灾后指挥决策，首先要摸清滑坡体的基础信息，掌
握详实的数据、图文等资料，为后续工作提供依据。地
质七大队驻五峰协管员刘位夷第一个赶到现场，仅用1
天，他便和同事们完成了滑坡体1:1000地形图测量与
三维建模，查明了滑坡基础地质条件、基本特征、变形
特征等信息。

7天必须完成3万立方米危岩体的爆破任务！完成
前期的摸底工作，地质七大队又接到了担当救援现场总
体协调、工程监测和工程施工的重任。任务涉及8个单
位、150余名作业人员，时间紧迫，如何按时完成？“我们
精锐出动，组织31名技术骨干组建专班，24小时驻扎一
线，实行两班倒工作制。”该队副队长许汇源介绍，2天即
完成8000立方米清表，3天完成了钻孔362个、进尺
3737米，2天完成装药、连线、爆破，及时为救援开辟了一
条生命通道。

“滑坡体和周边山体的稳定性是保证救援顺利进行
的关键，我们布设了多个点位和人员，实行24小时监
测。”刘位夷回忆，因为任务重，人员紧张，他和同事们36
小时连轴转，累计52天吃住在山上，“工作时间虽然长，
节奏紧张，但每天全身心投入后也不觉得那么累”。最
终，该队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过硬的专业技术，提供大量且
精确的数据和图文资料，为顺利排危排险提供了强有力
的技术保障。

“闻令而动，全力参与应急救援和抢险排危，态度坚
决、作风硬朗、支撑有力。”“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使命担当。”省地质局和地质七大队得到省、
市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

“十三五”以来，该队共派遣专家及技术人员近2万
人次，成功处置地质灾害灾情险情1832起，开展地质灾
害巡排查7962点次，成功避险及预警地质灾害26起，保
护群众近3万人，避免潜在经济损失超10亿元。

处置地灾1832起，保护群众近3万人

地质铁军
筑牢鄂西地灾安全“防护网”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林晶 通讯员 郑漾 张迪

在宜昌市秭归县G348国道边220
多米高的悬崖峭壁上，一张张防护网
如同一个巨大的罩子，将岩石固定、崖
壁捆绑，防止落石伤人。前不久，地质
七大队100多名“悬崖蜘蛛人”身系钢
丝绳，悬吊在悬崖上，排除了崖壁上松
动的岩石和树木，再在崖面上安装防
护网、喷锚。该段崖壁经治理后，过往
司乘表示安心多了。这是地质七大队
治理的秭归县G348重点路段崩塌落
石隐患现场，也是宜昌首个地质灾害
治理EPC项目。

宜昌境内山高坡陡、河谷深切、地形
高差大，加之降雨丰沛，导致地质灾害易
发多发，是湖北乃至全国地质灾害最为
严重的地区之一。暴雨期间，山区交通
沿线特别是陡坡或切坡地段滚石、崩落、
掉块等现象频发，对过往群众生命安全
造成极大威胁。

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2023 年 8 月，宜昌市率先提出开
展市域约3.8 万公里的公路沿线地质
灾害隐患详细排查，防治全市公路沿
线地质灾害。此项工作由地质七大
队牵头负责。

该队随即联合兄弟单位 30 余组
102名技术人员奔赴一线，开展全市地
质灾害拉网式大排查。“我们发现宜昌公
路沿线主要为岩质边坡，受大地构造运
动影响，岩石破碎，节理裂隙较为发育，
同时由于道路开挖形成临空面，破坏天
然斜坡平衡状态，因此容易形成地质灾
害。”该队公路沿线地灾隐患排查项目负
责人黄维介绍，经过3个月工作，全市公
路沿线地质灾害隐患底数已摸清，排查
出隐患点4637处，多以崩塌落石为主，
已完成治理558处。下一步，该队将根
据地灾隐患的规模大小、风险等级等，采
取清除、锚固、柔性防护网等措施分级分
类治理隐患，让人民群众安全出行。

持续52天扎根一线，为宜昌五峰

滑坡防治提供技术支撑；协助转移安

置222人，实现神农架林区人民“零伤

亡、零失踪”。

2023年夏天，宜昌和神农架林区

发生多起地质灾害。大事面前不退

缩，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以下简称

地质七大队）充分发扬“三光荣”精神

和“李四光精神”，迎难而上，为地灾防

治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协助地方

党委政府织密织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网”。

“十三五”以来，地质七大队已

成功处置地质灾害灾情险情 1832

起，保护群众近3万人，避免潜在

经济损失超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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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北 日 报
湖北省地质局

荆楚地质
（（第第99期期））

秭归县 G348 重点路段崩塌落石隐患治
理现场。 （通讯员 何亚洲 摄）

近年来，网上买药比实体药店便宜、药师搭售药品导致消费者购药成本大幅提高的现象屡见不
鲜。有的药店为了获得更多利润，还销售其不具备资质售卖的处方药物。（1月10日《法治日报》）

药师薪资和销售额提成紧密挂钩，这种销售模式导致执业药师倾向于推销卖药，更多考虑的不
是哪款药对症，而是哪款药毛利率更高。扭转药店销售乱象，关键发力点在于建立起规范合理的药
店销售及药师服务模式，不能被商业化模式捆绑，让药店、药师回归到正确定位上来。（文/余姝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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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岁的孙旭国在武汉街头
磨刀，手艺精湛，名气不小，一
年磨刀近2万把，月入过万元。

孙旭国是一个平凡人，磨
刀是一件平凡事。但换个角度
看，作为一个手艺人，孙旭国用
心不二，把吃饭的家伙锤炼到
了一定的程度，用一门手艺获
得认可、攒下口碑，这样的人，
其实称得上是专家。

细心观察可以发现，现在，
大众极为反感一些“砖家”的言
行，同时又并不吝于对那些无
论大小事，用心专一、专攻一门
的人表达好感、送上敬意。反
差背后，包含这样一种认知：

“专家”不专属于哪些人，它不
分人群、不分岗位，不能被简单
地框定在现代学科知识的分类
上，不能被狭隘地固定在拥有
这些知识的人群身上。

几年前，上海苏州河滨河
步道华政段，“一带十景”全线
开放。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
对工程意义的解读，而是一个
个普通劳动者的名字出现在报
道中。阿柴师傅做了一件事，
他将法剧场 4 块单个重量达 2
吨的圆弧形大理石坐凳，精准无误地装配在了点
位上，全程仅靠人力完成，这让资深工程人员都觉
得了不起。在武汉，现在不少游客前往打卡的江
汉关大楼，在几年前的修复过程中，两扇大门上的
图案，是8名工匠用一周时间一点点刷出来的，一
楼展厅内多个壁炉上的木质雕花，4个班组共60
名工人花了2个月时间才现其原貌。

一个人抱着用心的态度、专业的方法做事，并
不一定在乎有没有“专家”的牌子、帽子，但对于社
会，需要有清晰的认识去呼应这些人和事。飞机
上天、高铁飞驰，很多“高精尖”的事，一般人干不
了。但也有很多社会刚需，离不开专业班子。表
不走了，鞋跟断了，裤子长了，“惟手熟尔”的人总
是会吃香些。修锁、修煤气灶、修有线电视、理发
等，一技在身，做事讲究，让人放心，这样各行各业
的专家同样是生活必需。专家并不必然对应学
历、职称，并不等同于教授、研究员，并不是只生长
在象牙塔，活跃在科研院所，一切创造者，有专心、
专业的底色，一切劳动者，有把事做精的成色，就
是专家。

《庄子》里的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欧阳修写卖
油翁钱孔滴油……我国古代的一些典籍、大家手
笔，载入一些普通手艺人的故事，不是为了写稀
奇。百工技艺，不是鄙事，对里面的精研专一，不
要看不起，这是古人的用意。今天，一个国家、一
个社会，仍然需要专注之心、专门之功，它们要长
在大地，长在生活和实践的土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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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反腐败
绝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

“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三个绝
对“不能”掷地有声，彰显了党中央将反腐败进
行到底的强大决心。经过新时代十年坚持不
懈的强力反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
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七个有之”
的问题值得高度警惕，“前腐后继”的温床必须
铲除，“蝇贪蚁腐”的微腐败不容轻视，“隐形腐
败”迷障人眼必须被揪出……这都警醒着我
们，全面从严治党没有休止符，不能有停一停
歇口气的懈怠，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这些年，强力反腐带来的作风改变、风气
转变有目共睹，凝聚党心民心的作用更是显而
易见。不过，在一些领域、一些地方，也会存在
这样一些声音：觉得“管得太严”“官不好当”

“影响工作积极性”。这样的论调荒谬至极。

有的是仅从一己私利出发想问题，考虑的是自
己舒不舒服，“既得利益”保不保得住，全然不
顾党和人民的利益。还有的觉得培养一个干
部“不容易”，能不能将功补过，网开一面。这
样的想法更是缺乏法治观念、党纪意识，没有
深刻认识到反腐面前没有特权、没有例外，一
视同仁、绝不姑息的道理。

反腐败是人心所向，“宁可得罪千百人、不
负十四亿”是党中央的鲜明态度。反腐一旦回
头，之前的努力白费，一旦松懈就有“漏网之
鱼”，一旦慈悲就会后患无穷。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相对于“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
悲”的提法更耐人寻味、令人警醒。在反腐上
没有“人情”可讲，对腐败仁慈，就是对党和人
民不负责任，就是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就是给
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留下滋长空间。“不
能慈悲”也告诫我们，不能当好好先生，对腐败
现象要敢于斗争，不能拿法纪当人情兑换，不

能搞选择性执纪、不能看人下菜。
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

政治斗争。要坚决破除“反腐疲劳论”“反腐过
头论”，充分运用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实现
关口前移，体现抓早抓小，避免干部从违规走
向违纪、从违纪走向违法。要进一步健全反腐
败法规制度，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法规制度建设，健全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
班子监督配套制度。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破“潜规则”，立“明规矩”，坚决防止搞

“小圈子”“拜码头”“搭天线”，推动形成清清爽
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促进
政治生态山清水秀。

新征程上，反腐败斗争也将一往无前。
精准发力、对症下药，持续发力、标本兼治，我
们一定能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
长效化，让反腐败成为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
有力保障。

反腐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
□ 湖北日报评论员 艾丹

阅读提要

反腐一旦回头，
之前的努力白费，一
旦松懈就有“漏网之
鱼”，一旦慈悲就会后
患无穷。要坚决破除
“反腐疲劳论”“反腐
过头论”，实现关口前
移，体现抓早抓小，避
免干部从违规走向违
纪、从违纪走向违法。

春节即将到来，记者走访发现，年
夜饭预订火热，方便快捷的预制菜年
夜饭也正处于旺销期。（1月10日《证
券日报》）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
需求升级，不少人开始选择到酒店吃
年夜饭。近年来，年夜饭预制菜产品
也开始爆火，某购物平台上，一款售价
500元左右的佛跳墙预制菜品的销售
量已经超过了1万份。年夜饭预制菜
套餐价格大部分集中在400元至1400
元区间，能够满足一些“厨房小白”或
只会做简单家常菜的家庭在家里吃

“年夜饭大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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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朱丹蓬表示，年夜饭和预制年夜
饭的火热反映了餐饮行业高速发
展。有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预制
菜市场规模达 4196 亿元。虽然越来

越多消费者青睐年夜饭预制菜，但
也有不少人表示担忧。有的半成品
年夜饭预制菜早早就加工出来了，
担心食材不够新鲜；有的觉得该行
业监管滞后，至今没有国标，操作不
规范的产品和“黑作坊”还较为常见，
在一些料包中，甚至还有“僵尸肉”“劣
质肉”。

预制“年夜饭”走俏，不能忽视食
品安全。预制菜能让年夜饭市场变得
更丰富，但不能成了“夹生饭”。要让
预制菜成“放心菜”，市场监管部门要
加强监管力度，加大对“黑作坊”、不法
商家的打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防范
有问题的预制“年夜饭”被端上百姓餐
桌。要让消费者放心接受预制菜，有
必要制定对应的预制菜国家标准和规
范，助力预制菜行业更好、更健康、可
持续发展。

预制年夜饭勿成“夹生饭”
□ 戴先任

来论来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