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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 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构建内河水上搜救应急体系，提升水上搜救
应急能力，6 月 20 日上午，由浙江省交通运输厅主
办，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湖州市交通运输局等单
位承办的“海事使命·2024”环太湖水上突发事件联
合应急演练，在南太湖湖口水域举行。中国海上搜
救中心常务副主任、交通运输部应急办主任卓立出
席并讲话，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
级巡视员胡旭铭担任总指挥，长三角交通运输部
门、省应急管理厅、浙江省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等
领导现场观摩。

上午 10 点，演练总指挥宣布演练正式开始，江
浙两省四地 100 余名参演人员、17 艘船艇陆续出
动。演练模拟“太湖 7.3 风灾”事故背景，设置跨区
域协同应急指挥、无人机搜寻、落水人员救助、搁浅
船舶脱浅、沉没船舶打捞、污染水域清理六大科目。

“接浙湖新 45 号报警，在太湖 27 号标遭遇大风，
有人落水，多船遇险，请立即启动环太湖联合应急
响应机制。”湖州指挥中心在接到报警后，立即启动
江浙两省环太湖联合响应，发布航行警告，进行水
上交通管制，同时组织救援力量赶赴事故现场。

在现场指挥的调配下，无人机机组迅速展开搜
寻工作，精准投放救生圈。冲锋舟、救援艇、油污收
集装置、打捞船和抓斗船相继抵达现场，完成指定
作业。面对现场水域宽阔而未发现目标的情况，直
升机机组接到指令后，迅速起飞，救助落水人员。
演练环节紧凑、人员配合默契，最终成功救助落水
人员和遇险船舶，清除水面油污，太湖水域恢复如
初。

卓立对此次演练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讲话中
强调，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
当前抢险救灾需要和水上搜救的短板弱项，全面加
强水上搜救能力建设，着力构建决策科学、指挥有
力，全面覆盖、布局合理，专常兼备、本领高强、反应
灵敏、快速高效的水上搜救能力体系，筑牢水上安
全最后一道防线，让人民群众安全感更有保障。

胡旭铭指出，此次演练主题明确、场景全面、联

动有序、处置高效、贴近实战，有效检验了环太湖跨
区域应急协同指挥的有效性，达到了磨合协作实
力、锤炼应急队伍、积累实战经验的目的。他强调，
一是坚持安全发展，提升整体效能。要提高政治站
位，增强安全发展自觉性；要科学研判形势，掌握安
全发展主动性；要强化要素保障，提升安全发展水
平。二是坚持以防为主，打好主动之仗。要全面落
实责任，提升安全生产“本领”；要加大隐患排查，化
解安全生产“瓶颈”；要聚焦重点问题，直指安全生
产“要害”。三是坚持常备不懈，适应救灾之需。要
细化应急预案，提升应对效能；要强化安全教育，提
高安全意识；要优化装备配备，提高处置能力。

今年的环太湖演练联动升级，积极响应交通运
输防汛防台风工作要求，汇聚“苏锡常湖”四地交通
执法、公羊会和民安公益救援人员等众多力量，并

应用直升机、抗风 7 级无人机、新型清污船等新装
备、新技术开展水陆空立体救援。

演练开始前，江苏省、浙江省交通运输厅签署水
上安全监管协作框架协议，强化区域水上交通安全
共享共治共管。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领海
挪华、杭州古伽共同签署校企合作协议，为加强水
上搜救重点装备和核心技术攻关提供科技支撑。

活动当天，浙江省首届水上搜救技能竞赛顺利
完赛并在太湖水上搜救中心进行了颁奖，来自浙江
省省管内河 7 个地市交通运输局的搜救队伍协同作
战，激烈角逐，最终由丽水市交通运输局、杭州市交
通运输局、湖州市交通运输局分别获得团体一、二、
三等奖，丽水市代表队三位参赛选手分别获得管理
部门、社会力量、船员总分第一名。

□张亚双殷悦 沈琦

两省联动跨区协作立体救援
环太湖水上突发事件联合应急演练在湖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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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人人讲安全”代表事故前的有效预防，“个个会应急”代表事故后的正确应对，“畅通

生命通道”就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即日起，导报推出《他们这样打通生命通道》系
列报道，聚焦全省交通重点工程应急演练活动，以“专家谈应急”的形式呈现安全生产应对
之策，进一步增强从业人员的自我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处置突发事件能力和应急管理水
平。今日刊登首篇《瞄准改扩建工程关键环节 展现高水平联勤联动能力》。

他们这样打通生命通道

导报讯 休息室、医疗室、应急室、卫生间，这间
仅有 30 平方米的“绕城驿站”，看着虽小，却也五脏
俱全，是杭宁高速公路湖州市区联络线施工人员的

“临时小家”。天气渐热，“临时小家”更加受到欢
迎。

“夏天耐不住炎热，再冷的水在室外五分钟都能
变成热水，但现在还能在休息室吹着空调、喝着凉
水小憩一会儿，可太好了！”在驿站喝水休息的钢筋
工杨伟，来自江苏镇江，今年 47 岁，干这行十几年
了，先后在江西、安徽等地干工程，“项目给工人建
驿站，也是第一次赶上。”

“是呀是呀！”一旁的模板工杨宁忍不住插话。
24 岁的他老家河南商丘，“我把这个驿站拍视频给

家人看，家里人就知道我在工地上工作配套设施很
完善，都放心不少。”

“绕城驿站”由湖州交通集团下属湖州市绕城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联合项目部建设。“我之前管理过
很多工程，发现工人在施工现场大多只能就地休
息，连最基础的卫生间也十分简陋，而且施工人员中
还有不少女性员工。”驿站的倡导者——湖州交通集
团绕城公司董事长陈小勇深有感触，“后来我就想着
施工现场要有一个不至于太简陋的工人休息场所。”

这个想法在陈小勇心中埋藏许久，直到今年年
初，与各项目商讨之后，这个想法终于落地，相继在
全线每隔 500 米建起一间“绕城驿站”。除去隧道建
设，如今全线已建起 15 间驿站，投入资金约 225 万

元。
每间驿站的休息室配备沙发、饮水机、微波炉、

空调；医疗室配备医疗箱、医疗床；应急式配备救生
圈、雨鞋、引导棒等救援物资；卫生间也是男女分
离。每间驿站能让方圆 1 公里近 50 名施工人员来此
休息。

“绕城驿站”让施工人员享受到“冬暖夏凉”，这
样的用心还将继续在杭宁高速公路湖州市区联络线
项目上延续。“我们之后打算在项目上开启免费理
发、免费义诊、免费为施工人员提供高铁接送等服
务，让更多施工人员尽可能感受到工程建设的‘温
柔’。”陈小勇说。

□记者袁梦南通讯员孟丽萍

每500米筑起工人“临时小家”

浙江各地交通积极防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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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杨梅搭上“顺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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