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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怡霏）今年
入汛以来，全市经历多轮强降雨天气，雨量大、范围广、
持续时间长，防汛防灾工作形势严峻。连日来，成都高
新区石羊街道纪工委组织各社区纪检力量，坚决落实
相关部署要求，深入一线开展监督检查，积极投身防汛
救灾工作中，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街道纪检干部通过实地走访，查看防汛物资的数
量、品种、质量，并确保防汛任务责任到人，全面压实
防汛救灾工作“责任链条”。同时，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组织辖区党员、网格员、居民骨干、物业成
员参与防汛巡查排险工作，成立“防汛观察队”“防汛
解忧队”“防汛督导队”三个应急队伍，通过收集、整
改、监督三个环节密切配合，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
发现、收集到问题即刻处理，确保平安度汛。

为强化汛情安全宣传，街道还通过“线上+线下”
多渠道提醒居民认真学习紧急避险和自救常识，同时
引导居民积极配合社区采取的防汛措施，发现隐患主
动上报，共筑安全防线。

下一步，石羊街道纪工委将进一步加强对重点防
汛领域的监督检查，加大对隐患排查和处置的监督力
度。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响应群众防汛需
求，坚决惩处搞形式、走过场等现象。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魏捷仪）为进一
步强化安全生产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新
津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通过不断完善“责任体系”、
持续加强“隐患整治”及全面强化“事故预防”，层层落实
生产安全主体责任，助推安全生产工作提质增效。

通过印发《成都市新津区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
体系实施方案》，区安办进一步明确党政领导责任、部
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调整设
立16个重点领域专业委员会，落实地下管网、培训机
构等28个领域监管部门，充分发挥专业监管优势。

同时，印发《成都市新津区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治理挂牌督办办法》，区安办通过常态化开展暗访
检查，督促镇街、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全力防范化解重
大安全风险。今年以来，暗访重要点位169个，整治
一般隐患499处、重大隐患10处。

此外，区安办还印发《成都市新津区建立健全安
全生产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体系实施方案》，针对性
发送重点时段风险提示35份；区政府常务会每月听
取“一月一主题”工作落实情况，持续强化重点领域整
治和典型自然灾害防范。今年上半年，生产安全事故
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实现“双下降”。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发布
《2023 全球艾滋病防治进展报告：终结艾滋病之
路》中指出，截至 2022 年全球约有 3900 万 HIV 感
染者，其中 53%的感染者是妇女和女孩。育龄妇
女感染 HIV 不仅会对自身健康造成影响，还有可
能因生育孩子造成母婴传播。但实际上，随着医
疗技术不断发展，艾滋病患者生下健康宝宝已经
不再是不可能。记者了解到，对于拥有强烈生育
意愿的艾滋病患者来说，通过及时有效地规范用
药治疗，可以实现母婴传播的阻断。艾滋病患者
如何实现健康生育？针对这一问题，昨日，记者采
访了相关专家。

艾滋病患者生育满足3个条件
从孕前到产后均需采用防感染措施

记者了解到，艾滋病患者如果有强烈的生育意愿，
需要满足HIV控制良好，CD4+T淋巴细胞计数稳定；
血清与精液中均检测不出病毒(<50-100单位)；对服用
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依从性大于90%，也就是患者在绝大
多数时间能做到按时、规律服药才可能考虑生育。

“如果准爸爸是艾滋病患者，病毒会存在于精液
中，一般建议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基础上，到正规
医院通过辅助生殖手段受孕。”据成都市妇女儿童中
心医院相关专家介绍，如果母亲是艾滋病患者，则需
要在孕前、怀孕、分娩、产后这几个时期都严格遵医
嘱，采取措施严密防范感染。

孕前遵医嘱进行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将病毒载量
控制住，减少将病毒传染给胎儿的风险；孕期持续规
范用药和孕期保健，整个孕期进行母婴阻断干预；分
娩过程应尽可能减少新生儿接触母亲血液、羊水及分
泌物的时间和机会。新生儿在出生后6小时内应尽
早预防性用药；产后继续服用抗病毒药物，尽可能避
免母乳喂养。

尽早治疗规范用药
母婴传播率几乎可以降至零

但如果是孕期才发现 HIV 感染，想要增加生下
健康宝宝的几率，最重要的是尽快开始抗HIV病毒
治疗。如果孕期不进行治疗的话，胎儿不仅会感染艾
滋病，还可能出现流产、早产、死胎等情况。

《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明确指出，所有HIV感
染的孕妇，一旦确诊，应尽早终身接受ART治疗（高
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指几种抗病毒药物联合治
疗）。法国一项研究表明，女性患者开始进行抗病毒
治疗的时间越早，母婴传播的风险越低，如果用药时
间从孕前开始，贯穿整个妊娠期，且分娩时能将病毒
载量控制在<50单位的孕妇，将HIV传播给婴儿的几
率几乎为零。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瑰玮

夏季天气复杂多变，高温高湿、短时强降
雨、雷电、大风等极端天气时有发生，特种设
备易出现超压高温运行，或因连续暴雨致损
等风险隐患。昨日，记者从成都市市场监管
局获悉，该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暑期汛
期特种设备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督促各区
（市）县市场监管局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地势
低洼地区等重点场所，加强电梯等特种设备
运行管理，及时采取临时停运等预防性措施；
紧盯临水临崖、易滑坡等区域的重点单位，针
对性地制定地基防护、设备紧固、疏散逃离等
管控措施；紧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非
公路用观光车等涉旅设施和道路、水利、铁路

等施工工地起重机械等重点设备，避免因极
端天气发生断电、倾覆、坍塌等。

“近期，我们组织第三方专业技术力量成
立专班，对我市化工企业超年限使用特种设备
和老旧装置开展全面排查检查。”据市市场监
管局特设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专班成员通过资
料核查、现场摸底排查、设备宏观目视检查、运

行验证、询问相关人员等形式对企业特种设备
安全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对问题隐患整
改中涉及的设计、制造、检验、检测单位开展延
伸检查。据统计，已经检查化工企业34家，抽
查压力容器 889 台（套）、440 份检验检测报
告。此外，持续深入推进市场监管领域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目前，已完成对全市在营26家

液化石油气充装单位全覆盖检查。
目前，我市仍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

期，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全面开展特种设备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全市
特种设备本质安全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静宇

技术专业：
应用无人机、数字孪生系统等科技手段

鼠标点击起飞按钮，都江堰灌区指挥中
心四班班长余敏眼前的电脑画面上，一架无
人机从停机坪缓缓升起，开启了两天一次的
巡检工作。

作为防汛抗旱青年突击队抢险救灾队的
一员，余敏平日的工作是操控无人机对都江
堰渠首内江四大干渠进行检查，全长共9.147
公里。

“无人机就像是给我们装上了能够飞行
的‘眼睛’，平常很难到达的位置，无人机能
够很快抵达，并通过高清摄像头呈现，节省

了人力与物力，让我们在汛期安心了不少。”
余敏说。

在余敏座位的右边，都江堰灌区指挥中
心班员、防汛抗旱青年突击队指挥调度队队
员熊周密的水情调度记录本上，详细记录着
时间、调度人员、调度内容等具体情况。就在
7 月 10 日，熊周密刚刚经历了都江堰鱼嘴断
面近3年来最大的一次洪峰过境。

“说实话，面对这么大的过境流量，还是
很紧张，岷江上游来水量迅速增加，流速也很
急，对都江堰渠首枢纽和其他渠道都是一次
考验，因此，智慧化的指挥调度系统就很关键

了。”熊周密所指的智慧化指挥调度系统，是
应用于都江堰灌区指挥中心的都江堰渠首枢
纽数字孪生系统，能够实现及时准确预报、全
面精准预警、同步仿真预演等功能，科学智慧
调度枢纽的来水量。

在过境洪峰来临的前一天，熊周密和其
他防汛值班人员通过这套都江堰渠首枢纽数
字孪生系统，设定了都江堰鱼嘴最大洪峰流
量为2000立方米每秒的模型推演，拟订了“调
控内江流量、加大外江排洪”的分洪建议方
案。最终，实际洪峰测得最大流量为2030立
方米每秒，预演调度方案完全能够应对此次

洪峰。
正如岳耀先所说，“技术专业性”是这支

防汛抗旱青年突击队的一大特点。防汛抗旱
青年突击队不仅有传统的防汛方法与经验的
加持，也更积极地应用最新的无人机、数字孪
生系统等科技手段，以提升应对都江堰灌区
汛期各种复杂情况的能力。

应对高效：
人岗相适 覆盖成都平原7座城市

主汛期，连续的降雨牵动着一线水利工
作者的心。“最近我们轮流值守一线，遇到险
情就需要第一时间赴现场抢险。”防汛抗旱青
年突击队抢险救灾队队员周强说道。

据了解，都江堰灌区的各级河流及五级
渠系总共有4万多公里，能够环绕地球一圈。
因此，面对如此庞大的水网，这支防汛抗旱青
年突击队分布在了都江堰灌区所覆盖的成都
平原7个城市40个县（市、区）当中，以应对不
同区域出现的各类情况。

“队员们在平日的工作中分布在不同的
岗位上，一旦遇到险情，通过我们的机制发出
调度令，就能够精准地应对。”岳耀先表示，哪
类险情需要哪类人员行动，哪个地区需要多
少人员投入，都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度，尽
快投入到基层抢险中去。

此外，记者了解到，针对防汛抗旱青年突
击队各支队伍的不同职责，该中心还会开展
相应的培训，并通过日常的工作来消化，从而
转换为经验，做到人岗相适，提高在灾害预防
与处置方面的效率。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魏捷仪 受访者供图

当 天 下 午 ，记 者 前 往
游客中心咨询此事，却看
到中心大门紧闭，里面也无
人值守。随后，记者按照景
区公示牌，分别拨打咨询电
话、投诉电话，但均无法接
通，昨天中午记者再次拨
打，依然无法接通。与此同
时，记者注意到，在某网络
问政平台上，7 月 25 日就有
市民反映该问题，但截至
昨日记者发稿时，仍显示
为未回复状态。

当天，记者找到了负责
锁公厕大门的大姐，她告诉
记者，这个公厕每天都是 5
点过关门，当记者反映关得
太早，不方便使用，能不能
晚一点再关时，她并未正面
回答，只表示这是相关负责
人决定的，自己只是打工挣
钱，没有更多办法。对于此
事，党报热线962211将持续
关注。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杨甦 文／图

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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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全天开放，公厕17点半“打烊”

游客上哪儿“方便”才方便？
“明明是全天开放的

景区，公共厕所却在下午5
点半就锁门了，这既不合
理，也不便民！”说起新都
区花香果居旅游景区里的
公共厕所，市民张先生感
到不解和无奈。

最近，他向党报热线
962211反映，称该景区每
天晚上都有很多游客前来
散步休闲，但游客中心旁
的公厕却只开放到下午5
点半，随后就关门上锁，无
法使用。“好好的厕所不能
使用，给大家‘方便’带来了
很多不便。”

针对张先生反映的
问题，记者7月27日下午
前往现场进行了走访。

阻断母婴传播
艾滋病患者也能生下健康宝宝

公厕关闭后，记者继续留在景区
观察，发现从下午6点以后，游客数量
明显增多，有的在健身绿道散步休
闲，有的在篮球场、乒乓球场挥洒汗
水，就连卖冰粉凉虾的商贩都摆起了
小摊……即便是在7点以后，天色渐
暗，景区里的游客依然络绎不绝。

据了解，花香果居旅游景区是
当地重点打造的旅游景区，虽然面
积不算太大，但人气一直很旺。张

先生说，即便是平时，每天傍晚也至
少有几百到一千人前来休闲、锻炼，
公厕不开放，的确会带来很多不
便。记者看到，截至晚上7点左右，
还有不少市民在公厕外“碰壁”，大
家纷纷表示不理解为什么全天开放
的景区里公厕关得这么早。

据记者调查，成都市区内很多
公共厕所都是 24 小时开放，像这
种 下 午 5 点 半 就 锁 门 的 并 不 多
见。张先生认为，相关部门应该
考虑延长该公厕的开放时间，就
算做不到 24 小时开放，至少也应
该开放到晚上 8 点以后，等游客逐
渐离去再关闭。

市民声音
不理解为什么全天开放的景区
公厕关得这么早

下午 4 点过，记者来到位于新都
区新繁街道的花香果居旅游景区，景
区里有古塔、荷塘、果园，也有篮球场、
乒乓球场、健身绿道，环境幽雅、设施
丰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健
身。此外，该景区是全天开放的，并没
有固定的关门时间。

张先生说的公共厕所位于景区
游客中心旁，此时正常开放，卫生环
境也不错。记者注意到，这个公厕是
景区健身广场、荷塘鹤舞、柳畔湾等
市民主要活动区域里唯一的公厕，因
此使用频率很高。不过，记者在公厕
门口看到，提示牌上明确告知，卫生
间的开放时间为 800—1730，相当
于每天只开放9个半小时。下午5点
30 分左右，一名大姐来到公厕外，很
麻利地将大门关闭、上锁，然后骑着
电瓶车离开。

几分钟后，又有不少游客陆续来
到公厕，但看到大门紧闭，也只能吐槽
几句，无奈离开：“天都没黑，厕所就关
了？”“还有这么多游客，想上厕所怎么
办啊？”张先生说，这种尴尬几乎每天
都会遇到，他经常听到游客抱怨公厕
关得太早。

管理部门
咨询投诉电话无法接通
暂未有正面回应

记者走访
市民主要活动区域里唯一公厕
使用频率很高

我市加强暑期汛期特种设备安全防范

紧盯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设备

覆盖成都平原7市40个县（市、区）

都江堰灌区诞生一支防汛抗旱青年突击队
7月9日，一支由320人组成的防汛抗旱

青年突击队在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成
立，这支队伍分为指挥调度、应急巡护、抢险
救灾、宣传宣讲4支队伍。近日，记者走进这
支防汛抗旱青年突击队工作一线，深入了解
他们是如何保障灌区顺利度汛的。

在都江堰渠首靠前报道灌区汛情

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做好指挥调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