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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业信息
业务咨询:陈淑环13504185111

本版信息不做为双方交易法律依据，使用本信息，请仔细核对相关证照，一切交易行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郑重提示:

店 铺 转 让

◆纯一层商铺60平租兑15998245205
◆西塔街4楼6802招租兑15840534986
◆ 门 市 出 租 出 兑 13352401510

声 明

招 聘

◆聘幼师、保育员15998229811苏家屯

◆灯塔市联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21102274976845XW 因不慎将财
务 专 用 章 丢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码 ：
2110220005872声明作废。
◆灯塔市联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21102274976845XW 因 不 慎 将

（法人刘文静)法人章丢失，法人章编
码：2110220904869声明作废。

◆沈 阳 市 大 东 区 旭 懿 建 材 经 销 处
公 章 ：210104000062143 财 务 专 用
章：210104000062144 发票专用章：
210104000062145 法 人 章（田 雷）：
210104000062146丢失声明作废。
◆灯塔市联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21102274976845XW 因不慎将公
章丢失，公章编码：2110220030450声
明作废。

沈阳时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6MA7DJ8Y
A5A，经公司股东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
人民币1000万元减至500万元，请各
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本公
司申报债权。
住所: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沧海
路8-36号(2-27-2)
联系人:时坐春 电话:13624062239

减资公告
沈阳庆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

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3MA7D
X6JJ4N，经公司股东研究决定注册资
金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至500万元，
请各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
本公司申报债权。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
266-1号（1-22-9）
联系人:付英杰 电话:15541443111

减资公告
糖人（沈阳）财税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10102MA1
06P405B，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注
册资金由人民币50万元减至1万元，请
各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本
公司申报债权。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100-4号(15-14)
联系人:刘素芹 电话:13840233096

减资公告
沈阳乐千里二手车市场管理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2
2MA106YEG43经公司股东决定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320万元减至人民币10
万元，请各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
内来本公司申报债权。住所：辽宁省沈
阳市辽中区六间房镇中心街206号
联系人：蒋先生 电话：13644995556

减资公告

◆朝阳一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财务
章 211302000085303 公 章 21130200
0085302丢失声明作废。◆辽 AH1730 辽 AJ2450 辽 AJ7521 辽

AJ7492 辽AJ7512 辽AJ7425 辽AJ7469
辽 AJ7502 辽 AJ7478 辽 AJ7486 大型
登记证书辽 AJ2291大型 行驶证登记
证书辽AE1385 辽AC9939 大型单牌辽
D78371 小型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肖玉祺沈阳市铁西区应昌街 58 号

3-3-2房屋使用权证丢失，声明作废。

◆辽宁盛德房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佟 德 辉 法 人 章 2101190060377
公章 2101190068178丢失声明作废。

◆沈 阳 市 阜 川 饲 料 经 销 处 统 一 社
会信用代码 92210114MA0XB36G48，
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2021年7月17日至23日，河南省遭遇历史
罕见特大暴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特别是7月
20日郑州市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灾
害共造成河南省150个县（市、区）1478.6万人受

灾，因灾死亡失踪398人，其中郑州市380人、占
全省 95.5%；直接经济损失 1200.6 亿元，其中郑
州市409亿元、占全省34.1%。

灾害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
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抓细抓实各项防汛
救灾措施，并派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迅速投入抢
险救灾，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
提供了坚强保障。李克强总理多次作出重要批
示，主持专题会议部署，深入河南灾区考察，要求
抓实防汛救灾措施，加快恢复重建，严肃认真开
展灾害调查工作。国家防总、国家减灾委立即启
动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开展防汛救灾工
作。河南省委省政府、国家有关部委、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消防救援队伍等各有关方面和广大干
部群众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抢险救灾。目前，灾后
重建工作正在全面有效开展。

这次灾害虽为极端天气引发，但集中暴
露出许多问题和不足。为查明问题、总结经
验、汲取教训，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成立河
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由应急
管理部牵头，水利部、交通运输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公安部、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国
家能源局和河南省政府参加，分设综合协调、
监测预报、应急处置、交通运输、城市内涝、山
洪地质灾害等 6 个专项工作组，分别由有关
部委牵头，并邀请气象、水利、市政、交通、地
质、应急、法律等领域的院士和权威专家，组
成专家组全程参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相关

部门指导开展相关工作。
调查组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对社会和历史

负责的态度，充分考虑这场特大暴雨强度和范围
突破当地历史记录、远超出城乡防洪排涝能力的
实际，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全面
客观的原则，依照有关法律法规，通过现场勘查、
调阅资料、走访座谈、受理信访举报、问询谈话、
调查取证、分析计算、专家论证等方式，复盘灾害
发生和应对过程。经过全面深入调查，查明了郑
州市和有关区县（市）党委政府、部门单位履职情
况及存在的问题，查明了社会广泛关注的重点事
件和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迟报瞒报问题，并总结分
析经验教训，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措施建议。

调查组查明，郑州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防汛救灾决策部署和河南省
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不力，没有履行好党委政府
防汛救灾主体责任，对极端气象灾害风险认识
严重不足，没有压紧压实各级领导干部责任，灾
难面前没有充分发挥统一领导作用，存在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党政主要负责人见事迟、
行动慢，未有效组织开展灾前综合研判和社会
动员，关键时刻统一指挥缺失，失去有力有序有
效应对灾害的主动权；灾情信息报送存在迟报
瞒报问题，对下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迟报瞒
报问题失察失责。

调查组还对造成重大伤亡和社会关注的事件
进行了深入调查，查明了主要原因和问题，认定郑
州地铁5号线、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是责任
事件，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是违法事件；荥阳市崔
庙镇王宗店村山洪灾害存在应急预案措施不当、

疏散转移不及时等问题，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
限公司爆炸事故存在未如实报告人员死亡真实原
因并违规使用灾后重建补助资金用于死亡人员家
属补偿等问题。同时，调查组还查明郑州二七区、
金水区、巩义市、荥阳市、新密市、郑东新区等6个
区市、10个乡镇街道，郑州市及相关区县（市）应急
管理、水利、城市管理等8个系统的18个单位，以
及郑州地铁集团、河南五建集团、郑州城市隧道管
养中心等9个企事业单位的责任。

调查组按规定将调查报告和有关公职人员
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及时移交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

针对灾害应对处置中暴露的问题，调查组
总结了六个方面的主要教训：郑州市一些领导
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缺乏风险意识和底线思
维；市委市政府及有关区县（市）党委政府未能
有效发挥统一领导作用；贯彻中央关于应急管
理体制改革部署不坚决不到位；发展理念存在
偏差，城市建设“重面子、轻里子”；应急管理体
系和能力薄弱，预警与响应联动机制不健全等
问题突出；干部群众应急能力和防灾避险自救
知识严重不足。

调查组还提出六项改进措施建议，强调
要大力提高领导干部风险意识和应急处突能
力，建立健全党政同责的地方防汛工作责任
制，深入开展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及运行情况
评估，全面开展应急预案评估修订工作、强化
预警和响应一体化管理，整体提升城市防灾
减灾水平，广泛增强全社会风险意识和自救
互救能力。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公布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日前，

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河南郑州
“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情况的汇
报，并审议通过了河南郑州“7·20”
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经国务院
调查组调查认定，河南郑州“7·20”
特大暴雨灾害是一场因极端暴雨导
致严重城市内涝、河流洪水、山洪滑
坡等多灾并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的特别重大自然灾害；
郑州市委市政府及有关区县（市）、
部门和单位风险意识不强，对这场
特大灾害认识准备不足、防范组织
不力、应急处置不当，存在失职渎职
行为，特别是发生了地铁、隧道等本
不应该发生的伤亡事件。郑州市及
有关区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
人对此负有领导责任，其他有关负
责人和相关部门、单位有关负责人
负有领导责任或直接责任。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郑
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就这次灾害
调查中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务
院调查组相关负责人。

一、记者：为什么要成立国务院调查组对河
南郑州这场特大暴雨灾害进行调查？

答：我们先回顾一下这场特大暴雨灾害的
情况。2021年7月17日至23日，河南省遭遇历
史罕见特大暴雨，降雨过程17日至18日主要发
生在豫北（焦作、新乡、鹤壁、安阳）；19 日至 20
日暴雨中心南移至郑州，发生长历时特大暴雨；
21日至22日暴雨中心再次北移，23日逐渐减弱
结束。这场特大暴雨过程，从累计面雨量来看，
鹤壁最大，为 589 毫米；郑州次之，为 534 毫米；
新乡第三，为 512毫米。从过程点雨量来看，也
是鹤壁最大，为 1122.6 毫米。日最大点雨量出
现在 7 月 20 日的郑州，为 624.1 毫米，接近郑州
平均年降雨量（640.8毫米）。

这次特大暴雨灾害共造成河南全省16个市
150个县（市、区）1478.6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
1200.6亿元，其中郑州409亿元、占全省的34.1%；
全省因灾死亡失踪398人，其中郑州380人，新乡
10人，平顶山、驻马店、洛阳各2人，鹤壁、漯河各1
人，郑州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占全省的95.5%。

在这场特大暴雨灾害中，虽然河南全省受灾
地区多、范围大、灾情重，但重大人员伤亡主要
集中在郑州，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和灾
害应对存在的问题，也主要集中在郑州。

为查明问题、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经党中
央批准，国务院成立调查组，对河南郑州“7·20”
特大暴雨灾害开展调查。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
的考虑：一方面，这次灾害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为近年来所罕见，社会各界和广大
人民群众高度关注，虽然是因极端天气引发的，
但集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和不足，需要把过程和
原因调查清楚，给党和人民、给社会和历史一个

负责任的交代；另一方面，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
景下，我国自然灾害风险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
趋强趋重趋频，类似河南郑州这样的极端强降
雨未来可能增多，需要通过灾害调查来总结经
验、汲取教训，找出自然灾害防治的问题短板和
薄弱环节，举一反三，指导全国有针对性地加以
改进，更好应对可能面临的重大灾害风险挑战，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开展这次调
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理念，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
负责，体现了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灾害防御应对
能力的高度重视。

二、记者：这次灾害调查过程是怎样的？如
何确保调查工作的科学客观准确？

答：这是在国家层面第一次组织这样的全域
性自然灾害调查，没有先例可循，且涉及面广、重
点事件多、专业性强，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

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调查工作由
应急管理部牵头，水利部、交通运输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公安部、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国家
能源局和河南省政府参加，分设综合协调、监测
预报、应急处置、交通运输、城市内涝、山洪地质
灾害等6个专项工作组，分别由有关部委牵头。
同时，设立专家组，由气象、水利、市政、交通、地
质、应急、法律等领域的院士和权威专家组成，
开展灾害评估，为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撑。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相关部门指导开展相关工作。

调查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对社会
和历史负责的态度，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科
学严谨、全面客观的原则，依照突发事件应对法、
防洪法、安全生产法、防汛条例等法律法规，充分
考虑自然灾害特点，实事求是把握“三个区分开

来”，即把客观上的不可抗力与主观上的不作为
区分开来、把能力素质不足与不负责任区分开
来、把法规标准缺失与职责任务安全规定不落实
区分开来，通过现场勘查、调阅资料、走访座谈、
受理信访举报、问询谈话、调查取证、分析计算、
专家论证等方式，对灾害过程、重点事件全面调
查，对关键问题、定性问题深入论证，并充分听取
专家意见。调查期间，调查组共查阅资料9万余
件、深入重点地区重点部位实地踏勘100多次、座
谈调研近200次、问询谈话450余人次。

经过全面深入调查，查明了郑州市和有关
区县（市）党委政府、部门单位履职情况及存在
的问题，查明了社会广泛关注的重点事件和因
灾死亡失踪人数迟报瞒报问题，研究提出了主
要教训和改进措施建议，形成了调查报告，并经
调查组全体会议审议和专家组评估论证通过。

三、记者：此次特大暴雨灾害中，郑州市的
雨情汛情灾情具体有哪些特点？

答：调查组组织气象水文专家对灾害发生
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复盘分析。具体来看，郑
州市的雨情汛情灾情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暴雨过程长范围广总量大，短历时降
雨极强。这轮降雨折合水量近 40亿立方米，为
郑州市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
强的特大暴雨过程。7月20日郑州国家气象站
出现最大日降雨量624.1毫米，接近郑州平均年
降雨量。特别是 20 日 16 时－17 时郑州小时最
强点雨量201.9毫米，突破我国大陆气象观测记
录历史极值。二是主要河流洪水大幅超历史，
堤防水库险情多发重发。郑州市贾鲁河等3条
主要河流均出现超保证水位大洪水，过程洪量
均超过历史实测最大值。全市 124条大小河流
共发生险情418处，143座水库有84座出现不同
程度险情，威胁郑州市区以及京广铁路干线、南
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安全。三是城区降
雨远超排涝能力，居民小区公共设施受淹严

重。20 日郑州城区 24 小时面平均雨量是排涝
分区规划设防标准的 1.6 倍至 2.5 倍，10 条内河
多处出现漫溢，主城区普遍严重积水，导致全市
超过一半的居民小区地下空间和重要公共设施
受淹。主城区因灾死亡失踪129人，水淹溺亡是
主要原因。四是山丘区洪水峰高流急涨势迅
猛，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西部山区巩义、荥阳、
新密、登封4市山洪沟、中小河流发生特大洪水，
因河流沟道淤堵萎缩，许多房屋桥梁道路等临
河跨沟建设，导致阻水壅水加剧水位抬升，路桥
阻水溃决洪峰叠加破坏力极大。山丘区4市因
灾死亡失踪 251人，其中直接因山洪、中小河流
洪水冲淹死亡失踪156人。

总的看，郑州“7·20”特大暴雨强度和范围
突破历史记录，远超出城乡防洪排涝能力，全市
城乡大面积受淹，城镇街道洼地积涝严重、河流
水库洪水短时猛涨、山丘区溪流沟道大量壅水，
形成特别重大自然灾害。

四、记者：此次灾害应对处置中，郑州市存
在哪些突出问题？

答：从调查情况来看，这场特大暴雨发生
后，虽然郑州市委市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灾害
仍然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有极
端暴雨防御难度大的原因，有城市发展快、历史
欠账多的原因，也集中暴露出郑州市委市政府、
有关区县（市）和部门单位领导干部认识准备不
足、防范组织不力、应急处置不当等问题。主要
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应对部署不紧不实。在国务院领导同
志和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明确要求的情况下，
郑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仍主观上认为北方
的雨不会太大、风险主要在黄河和水库，警惕性
不高、责任心不强，防范部署不坚决不到位、缺
乏针对性，尤其是 17 日、18 日两天没有及时果
断行动，防汛准备的“关键期”成了“空白期”。

（下转08版）

国务院调查组相关负责人就河南郑州
“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工作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