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顾乐淇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魏捷仪 成都市应急管理局供图）今年5月12日
是第17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2日至18日为
防灾减灾宣传周。昨日，2025年成都市防灾减灾
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本次活动以主会场联动多
个活动分会场的方式开展，既有专业知识的覆
盖，也有实践场景的运用，让“讲安全”深入人心，

“会应急”成为必备能力。
防灾减灾主题演讲、开展地震演练、展示救

援装备……此次启动仪式上，参与人员通过体验
丰富多样、针对性强的活动，全方位提升了防灾
减灾意识与应急处置水平。同时，活动现场还设
置了互动游戏区与文化作品展区，通过丰富传播
载体，在寓教于乐中传播防灾减灾救灾知识。

此外，为全方位、深层次推动防灾减灾救灾
知识普及，扩大宣传覆盖范围，开展分众化、差异
化宣传教育，本次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通过

“云互动”和“云体验”，打造集知识与技能于一体

的互动场景。
记者了解到，今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成

都还将以分层推进、分类实施、同频联动的模式，
通过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主题宣传活动，覆盖
社区、学校、公共场所等多元场景，广泛组织开展
防灾减灾科普宣教，全方位多层次宣传普及公众
普遍关心的防暴雨洪涝、防地震、防溺水、火灾逃
生、急救等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有效增强广大市
民的灾害风险认知与防范意识。

▼

2025年成都市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

在启动仪式现场在启动仪式现场，，孩子们手绘防灾减灾的画卷孩子们手绘防灾减灾的画卷。。

轨道交通13号线一期

全线轨行区
完成热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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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
帆 成都轨道建设供图）记者12日从成都轨
道集团获悉，近日，随着地铁列车平稳驶入
三官堂站站台，成都轨道交通13号线一期工
程西段轨行区净居寺站（不含）至瓦窑滩站
热滑试验完成，标志着全线轨行区已基本具
备行车条件，线路建设进入全面联调阶段。

前期，13 号线一期工程东段龙安站至
净居寺站已完成热滑试验。本次，热滑试
验覆盖西段轨行区左右线共 35.28 公里，包
含20组道岔。

“13 号线一期工程创新采用了简化结
构设计的整体腕臂系统，通过简化结构和
工厂化预配，显著提升了接触网的施工效
率和精度。”成都轨道建设公司工作人员陈
道田介绍。

13 号线一期工程是一条横跨中心城区
东西的全自动运行线路，西起瓦窑滩站，东
至龙安站，全长约29公里，途经万家湾、三圣
乡、大面等人口密集居住区，同时串联青羊
宫、杜甫草堂、华西医院等旅游景点和重要
医疗机构。线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成都东
西向交通压力，提升沿线居民出行效率。

截至目前，成都轨道交通13号线一期全
线已实现洞通、轨通、电通、热滑，21座车站
正在全力冲刺机电施工及装饰装修工作，机
电施工已完成84%。下一步，将继续推进车
站系统联调和综合联调联试等工作，为线路
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
帆 ）记者12日从成都轨道集团获悉，截至目
前，市域（郊）铁路成眉线岷江特大桥正在制
作第24个桥梁段，预计6月完成全部桥梁段建
设，7月实现全桥贯通。该桥梁处于岷东新区
站和眉山北站之间，贯通后眉山段的桥梁建
设速度将大大提高，岷江西岸的后续施工也
会有更便利的通道，成眉线建设将进入新的
加速阶段。

从江畔望去，岷江特大桥如一条蜿蜒的
巨龙横跨岷江，仅剩的几处缺口仿佛等待最

后拼图的完成。这座桥全长400多米、距江面
40多米、总重上万吨，拥有3个桥洞，其中最大
的桥洞跨度达198米，是国内首座采用无砟道
床形式的200米级连续钢构铁路桥。

目前26个桥梁段已完成23个，该大桥即
将合龙，后续将开始铺设轨道，成眉线的建设
也将再次提速。目前，成眉线全线6座车站主
体结构已封顶，9台盾构已累计掘进13600余
米，2条盾构区间隧道已洞通。线路建成后，
将有效促进成眉两地间产业、人口及各类生
产要素的高效集聚。

市域（郊）铁路成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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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滑试验现场。

昨日是第17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
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
查身边灾害隐患”，全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
的主题活动，通过科普宣传、互动体验等方
式向群众宣传应急知识。

“实战演练”逃生技巧
熊猫少年“闯关”防灾体验馆

5月12日，来自成都市各小学的20名小学生
组成“熊猫少年团”走进青少年与未来防灾体验
馆，开启了一场充满意义的研学活动。踏入体验
馆，破损倾斜的住宅模型中，家具横七竖八地倒
在地上；教室里，墙面上布满了裂纹。孩子们瞪
大双眼，围在讲解老师身边。“地震来临时，这些
就是真实的危险场景！”老师话音刚落，孩子们便
发出一阵惊呼。

在各个模拟地震的环境中，老师现场教学，
孩子们一边体验一边学习逃生求救的技巧。随
后，孩子们还走进了火灾体验区，认真听着老师
讲解火灾逃生的注意事项，并“实战演练”灭火器
使用。最后，作为“地震体验官”，孩子们来到地
震体验平台，回顾和运用之前学到的避震知识，
在剧烈的摇晃中，大家伙镇定自若，能够迅速找
到安全的躲避位置。“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让
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应
对危险的能力。”家长申小琴告诉记者。

建成多个应急文化体验馆
家门口“沉浸式”学习

“大家来感受一下，触电就是这样的感受！”
“厨房油锅着火，首先要关掉燃气再用盖子或者
湿毛巾盖上去，注意盖的方向。”在位于武侯区吉

福南路301号的晋阳安全应急体验馆，居民正在
体验学习家庭安全应急技巧。

像这样“家门口”的应急培训站点还有很多，
近年来，武侯区创新公民安全教育方式，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沉浸式”体验，引导居民系统学习应
急救灾知识，提高全民安全生产水平和防灾减灾
抗灾救灾能力。截至目前，武侯区华兴街道、簇
锦街道、浆洗街街道等街道先后建立起应急文化
体验馆，通过“家门口”的安全学习阵地，持续推
进城市安全发展示范区建设和智慧韧性安全城
市建设。

设置防灾小讲堂
为市民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5月12日，青白江区在城市森林和谐广场开
展了防灾减灾集中宣传教育活动。此次活动采

用“沉浸式体验+防灾小讲堂”的形式，让防灾减
灾意识深入人心，带动全社会一起参与防灾减灾
工作。活动现场精心设置了通俗易懂的防灾小
讲堂，为市民详细普及了洪涝灾害、地震灾害、地
质灾害、森林防火、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的甄别
方法以及防灾避险知识。同时，现场还设置了消
防装备展示体验区、心肺复苏体验区等多个互动
区域，让市民在亲身参与中学习和掌握实用的防
灾减灾技能。

同日，大邑县在大邑县人民广场开展防灾减
灾集中宣传暨全国防灾减灾周活动。活动现场，
相关单位向现场群众宣传了地震灾害、水旱灾
害、地质灾害、城镇燃气等各类灾害知识及如何
防范应对、自救互救等，展示了相关救援装备，传
授了相关急救知识。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杜文婷 晨迪 王
丹 程琪霖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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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顾乐淇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魏捷仪）记者从成都市应急管理局获悉，
成都通过实施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
层防灾项目，已为市、县、镇三级 282 支应急
队伍配备救援装备1.4万台（套），着力提升应
急能力水平。

同时，以成都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数据为基础,成都已建立5大类15
种致灾因子、8大类承灾体、3大类6种减灾能
力、历史灾害等数据库,汇集 1800 万余条数
据,着力增强城市防灾韧性。

通过科技智能设备赋能，成都也深入推
进森林草原防灭火监测预警指挥云平台建
设,在14个有防灭火任务区（市）县建设感知
设备，并加快实施超大城市极端天气立体监
测系统,完成气象安全“一张图”建设，基本实
现气象监测全域覆盖。同时，在全市地质灾
害重大、危险隐患点部署安装监测预警设备,
所有监测点位均可采集雨量数据并实现喇叭
预警。

此外，截至目前，全市纳入信息化管理的
应急避难场所共2400余处，建成全国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 81 个,市级减灾社区 1238 个，切
实提升村（社区）防灾减灾保障能力和水平。

“我们也在全市8个试点区县15个中心消
防站、26个镇（街道）、228个村（社区）开展基
层‘一主两辅’救援队伍‘五联’机制试点工作,
建设覆盖全市的‘市-区（市）县-镇（街道）-村
（社区）’四级灾害信息员队伍7000余人，全面
提升基层一线第一响应和应急救援先期处置
能力。”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外，依托国家西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针对西南地区自然灾害特点，打造了地震地
质灾害救援、森林火灾救援、航空模拟训练三
大主要训练区域共11项实战训练设施，可满
足200余个训练科目需求。

成都已为282支应急队伍
配备救援装备1.4万台(套)

新 闻 链 接全市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活动

沉浸体验 应急馆里安全意识拉满

日前，一顺风车司机在网上发帖称，
一名男性游客在四川四姑娘山旅游时，
疑因高反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后遗憾离
世。相关消息发出后，引发广泛关注。5
月11日，相关媒体从四姑娘山景区以及
镇卫生院证实了此事。5月12日，话题#
疑因高反身亡男子3天前曾吸氧#冲上
热搜，对于“高反”的讨论热度居高不
下。高原之上哪些症状应该警惕？哪些
行为会成为高反诱因？昨日，记者采访
到了相关专家。

据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治医师王海岭介绍，高原反应实际上
就是高原缺氧导致身体机能出现一系列
的变化。缺氧环境会使得肺血管通透性
增加，影响氧气交换，导致肺水肿。同
时，气压变化也可能会导致脑水肿，出现
头痛、头晕、意识模糊等症状。“高原反应
的发生还有一个原因是快速进入高原环
境。人体从一个富含氧气的环境突然进
入低氧含量的环境，需要代谢适应，但通
过飞机、驾车等方式快速进入高原，会使
得适应过程被缩短，身体反应不过来，就
出现了一系列症状。”

记者了解到，在高原上剧烈运动、过
度疲劳、饮酒、感冒、洗澡等都是可能导
致高反出现或者加剧的“高危行为”，这
些行为会增加身体的耗氧量，进一步导
致身体缺氧。另外，脱水或食用过度油
腻或者一些难以消化的食物也会引起高
反，因此高原之上还应该注意清淡饮食。

据了解，高反的症状一般分为几个
阶段，如果出现头晕、头痛、乏力、食欲不
振等症状，可以先及时休息，通过降低海
拔，或者吸氧、补水等举措帮助缓解相关
症状。但如果经过一系列缓解措施后，
症状依旧没有消失，甚至开始变得越来
越严重，则一定要及时就医。

“高原之上，切忌出现不适症状后硬
抗，一定要及时采取措施，尽快就医，高
原上的医生高原肺水肿或高原反应见得
更多，一般都有丰富的处理经验。”王海
岭提醒，进入高原之后，如果出现持续头
痛，特别是伴有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喘
气、气紧、心慌、胸闷、意识混淆等症状需
要特别警惕。“如果出现咳粉红色泡沫痰
的症状，那就可能已经产生了肺水肿，一
定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瑰玮

5月11日，“东航MU5828安全出口
被乘客打开”冲上热搜第一，据《极目新
闻》报 道 ，当 日 长 沙 至 昆 明 的 东 航
MU5828 航班上，有一男性乘客在飞机
落地后打开了飞机的安全出口，机上乘
客人身均安全但因此晚下机了 20 分
钟。目前，该男子已被警方带走。不少
网友对该男子的行为进行谴责，同时也
发出此类乘客可能承担哪些法律后果的
疑问？5月12日，记者采访到相关专家
进行解读。

“该男子的行为扰乱了正常的航空
出行秩序，甚至可能危害民用航空器的
安全，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已然违
法。”四川坤弘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华中告
诉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对于擅自移
动、损坏使用中的航空设施等行为，可处
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
全保卫条例》及《公共航空旅客运输飞行
中安全保卫工作规则》也明确指出，故意
损坏或者擅自移动救生物品等航空设施
设备或强行打开应急舱门，属于危及飞
行安全、扰乱航空器内秩序的违法行为。

记者了解到，乘客擅自打开飞机安
全出口，还可能承担民事、刑事责任。

四川蓉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晶解释
道，民事责任方面，通常需要涉事乘客赔
偿经济损失，包括飞机检修费用、航班停
飞导致的调机成本、旅客安置费用等。
此外，若乘客打开飞机安全出口的行为
严重威胁飞行安全，如飞行中打开舱门，
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
三条“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进行处罚，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

还有网友评论称，“据说开一次要
10 万。”对此，陈华中律师表示，涉事男
子擅自打开应急舱门，需要承担设备检
修、一次性结构件更换等检修恢复费用，
根据机型不同价格也会不同。还需考虑
航班运营损失，如增加的飞机停场费用，
后续航班调配延误产生的费用，以及航
班延误旅客赔偿等各项损失。估计赔偿
金额应至少在几万元至十余万元，实际
赔偿金额需根据具体情况核算。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恬

乘客擅自打开飞机安全出口

专家解读：
可能承担多项法律责任

游客因高反抢救无效离世

医生提醒：
去到高原不要洗澡这些交通项目迎来新进展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煦
阳 受访单位供图）记者 12 日从蜀道集团获
悉，5月12日，G8513线九寨沟—绵阳高速公
路（以下简称“九绵高速”）最后一座隧道
——蒲南隧道双幅顺利贯通，标志着九绵高
速主线实现贯通，该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建成
通车。

蒲南隧道是九绵高速最后一处控制性工
程，该隧道位于阿坝州九寨沟县勿角镇蒲南
村，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为分离式长隧道，

左洞长2747米，右洞长2719米。
九绵高速公路由蜀道集团投资建设，是

G85银川至昆明高速公路平凉至绵阳联络线
的重要路段。全线建成通车后，成都至九寨
沟的路程将由原来的8小时缩短至4小时，形
成向西连接甘肃、青海、新疆的高速公路出川
大通道。目前，该项目桥梁工程已完成100%，
隧道工程已完成95%以上，交安、机电工程已
完成50%以上，路面工程已完成30%以上，预
计今年全面建成通车。

九绵高速下甘座特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