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2022.1.22 星期六 编辑 白琳 美编 王晨同时事新闻 微信：lswbwx

广告经营许可证：辽工商广字01—257号社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号
电报挂号：1032 邮编：110003

订报热线：22895302
广告部： 22699260总第9562期 零售价：1.00元/份

订阅价：300元/年
印刷：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浑南新区世纪路4号发行单位：沈阳红马甲报刊发行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零售
专供报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 值 班：杨 军
一版编辑：孙 霁
一版美编：王晨同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对河南
省委原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在河南郑
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中违纪问题进行了立
案审查。

经查，徐立毅同志作为时任河南省委常
委、郑州市委书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不力，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
灾害风险认识不足、警惕性不高、防范组织不
力，灾害发生后统筹领导和应急处置不当，督
导检查和履职尽责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和
不良影响。徐立毅同志对郑州市在灾害中暴
露出来的相关问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应予
严肃问责。

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
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
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徐立毅同志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降级处分。

河南省委原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因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被问责

河南严肃查处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相关责任人
公安机关对8名涉案人员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

纪检监察机关严肃问责89名公职人员
记者从河南省有关部门获悉，郑州“7·20”特

大暴雨灾害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第
一时间对防汛救灾、灾害调查等作出部署。河南
省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的8名企业人员立案
侦查并依法逮捕，河南省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
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对灾害中涉嫌违纪违法
的89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问责。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地铁 5号线五龙口
站停车场建设工程设计项目负责人魏平安、北
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地铁 5
号线项目负责人汪鹏、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南四环项目部指挥长郭文胜等 8人涉嫌工
程重大安全事故罪、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党
委书记、局长任立公，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总工程师、技术管理部部长赵运臣，郑
州市工程质量监督站轨道交通科副科长孙红亮
等 3名公职人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检监
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同时，河南省对特大暴雨灾害中存在失职
失责问题的郑州市、荥阳市、巩义市、新密市、登
封市、二七区、金水区党委政府及应急管理、水
利、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公安交管等
部门 86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问责。其中，给
予郑州市委副书记、市长侯红党内严重警告、政
务降级处分，给予郑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吴福民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郑州
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喜安、陈宏伟政务记
大过处分。对其他相关责任人，也分别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或诫勉等问责处理。

灾害发生后，河南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组织地方各级党委政府
深入开展防汛救灾工作，灾区群众及时得到妥善
安置，生产生活较快恢复正常。党中央、国务院对
灾害调查处理作出决定后，河南迅速召开省委常
委会会议贯彻落实，进一步深入检查反思，深刻汲
取教训，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对所有责任人惩处和
问责，并对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能力和管理治理能力作出部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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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7版）

二是应急响应严重滞后。常庄水库发生重
大险情，郑州市未按规定及时启动Ⅰ级应急响
应，同时，以气象灾害预报信息为先导的防汛应
急响应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应急行动与预报信
息发布明显脱节，直到20日16:01气象部门发布
第5次红色预警，才于16:30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但为时已晚、灾难已经发生，山丘区4市人员死
亡失踪时间90%以上集中在郑州市Ⅰ级应急响
应启动前的当日 13 时至 15 时。三是应对措施
不精准不得力。以常态化措施应对重大雨情汛
情，没有按红色预警果断采取停止集会、停课、
停业措施，错失了有效避免大量人员伤亡的时
机。四是关键时刻统一指挥缺失。市委市政府
主要负责人和其他市领导多在点上奔波，有的
撞在一起、有的困在路上，关键时刻无市领导在
指挥中心坐镇指挥，不了解全市整体受灾情况，
未及时掌握重大险情，失去了领导应对这场全
域性灾害的主动权。五是缺少有效组织动员。
20日当天许多群众仍正常出行，机关企事业单
位常态运转，人员密集场所、城市隧道、地铁、城
市地下空间以及山丘区临河临坡村居等，没有
提前采取有效的避险防范措施。全市因灾死亡
失踪人员大多数是分散性的，遇难时多处于正
常活动状态。六是迟报瞒报因灾死亡失踪人
数。存在未按规定每日统计上报伤亡情况和刻
意阻碍、隐瞒不报问题。在不同阶段瞒报 139
人，其中郑州市本级瞒报75人，县级瞒报49人，
乡镇（街道）瞒报15人。

五、记者：此次灾害中，郑州地铁5号线、京
广快速路北隧道等亡人事件曾经引发社会高度
关注和质疑，请问有没有进行针对性调查？

答：调查组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社会关
注的几起事件进行了深入调查，复盘了发生过
程，查明了主要原因和问题，认定了事件性质。

关于郑州地铁 5 号线亡人事件（14 人死
亡），调查认定，这是一起由极端暴雨引发严重
城市内涝，涝水冲毁五龙口停车场挡水围墙、灌
入地铁隧道，郑州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和有关
方面应对处置不力、行车指挥调度失误，违规变
更五龙口停车场设计、对挡水围墙建设质量把
关不严，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责任事件。

关于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6 人死
亡、247辆汽车被淹），调查认定，这是一起由极
端暴雨引发，郑州市隧道管理单位和有关部门
封闭隧道、疏导交通不及时，造成较大人员死亡
和重大财产损失的责任事件。

关于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转移群众9.8万
人），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道路建设和施工单位侵
占毁坏水工程、有关部门监管不力导致溢洪道堵
塞，极端暴雨引发水库漫坝重大险情的违法事件。

关于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山洪灾害（23人
死亡失踪），调查认定，极端暴雨引发山洪和滑坡、
跨沟路基阻水溃决，应急预案措施不当、疏散转移
不及时，是造成重大人员死亡失踪的主要原因。

关于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爆炸事
故（5人死亡），调查认定，这是一起河道漫溢洪
水涌入公司车间电解槽，与高温熔融铝液发生
反应造成爆炸的次生事故。所在镇的党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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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记者：此次灾害应对处置中，暴露出哪
些深层次的问题和教训？

答：确实，在此次灾害应对处置过程中，集
中暴露出当地在防灾减灾救灾等应急管理体系
方面的诸多问题短板，教训十分深刻。这些问
题短板，在全国很多地方也不同程度存在，需要
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加以改进。

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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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灾害来临前，郑州
市委市政府负责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主观上认
为北方的雨不会太大，对郑州遭遇特大暴雨造
成严重内涝和山洪“没想到”。这种麻痹思想和
经验主义在北方城市不少领导干部身上也同样
存在，一些领导干部对极端气象灾害认识不足，
严重缺乏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应急准备严重
不足。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范风险挑战重要论述没有入脑入
心，对人民生命、政治责任缺乏敬畏。这是各地
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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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灾害应对
过程中，郑州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和指挥不力，
责任没有真正上肩，没有统筹安排指挥部坐镇指
挥和现场指挥力量，一些领导干部领导能力不
足、全局意识不强，不知道关键时刻自己的职责
是什么、岗位在哪里、如何发挥领导作用，导致抓
了点丢掉面。以这场灾害为警示，就要着力解决
一些领导干部在灾害面前不会为、不善为的问
题，真正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穿灾害防范应对
各方面全过程，使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三是贯彻中央关于应急管理体制改革部署
不坚决不到位。郑州市设置了防汛抗旱指挥
部、城市防汛指挥部、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突
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等 4 个指挥机构，防汛
抗旱指挥部下又设了防办、河湖水利防办、城防
办、黄河防办4个办公室，机构重叠、职能重复、
工作重合，大家都管都没有管到位，不符合“一
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
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机构改革要求。各地要
从中深刻汲取教训，坚决贯彻中央深化应急管
理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加快形成统筹协调、统
分结合的“全灾种、大应急”工作格局。

四是发展理念存在偏差，城市建设“重面
子、轻里子”。郑州作为新兴特大城市，近年来
发展速度很快，但城市规划建设落实防灾减灾
要求不到位，城市排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于城市发展。雨水管道与建成区面积相当的城
市相比相差超过一半；已投资的海绵城市建设

项目资金，实际相关的仅占 32%，用于景观、绿
化等占近 56%；排水明沟等设施“十三五”期间
改造达标率仅20%。这也是不少地方长期存在
的共性问题，反映了一些领导干部政绩观有偏
差，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
和安全上存在很大差距。

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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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暴雨灾害
集中暴露出郑州市预警发布能力、应急指挥能
力、抢险救援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科技支撑能
力不足等诸多短板。特别是灾害性天气预报与
灾害预警混淆，预警发布部门分割，防灾避灾措
施针对性、有效性、强制性不足，缺乏统一权威
高效的预警发布机制；预警与响应联动机制不
健全，应急预案实用性不强。这些问题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我国应急管理工作系统治理不强，
尚未建立起一整套系统化的制度和能力体系，
基层基础尤为薄弱。

六是干部群众应急能力和防灾避险自救知
识严重不足。这次灾害也反映一些新上任的干
部对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管理情况不熟悉，未经
历过洪涝、地震等大灾考验，实战经验严重不
足。此外，在这次灾害应对过程中，媒体的宣传
警示作用发挥不到位，灾害预警信息传播不及时
不充分，社会公众安全意识和防灾避灾能力不
强。加强各级领导干部防灾减灾救灾、应急管理
能力培训和群众科普教育十分必要和迫切。

七、记者：针对这些问题教训，对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防汛救灾工作、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
力有何建议？

答：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应对处置
中暴露出的问题短板，既是深刻教训，也是各地
各部门举一反三、自警自省，抓紧补短板、强弱
项，切实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一笔宝贵财
富。基于此，调查组提出了六项改进措施建议：

一要大力提高领导干部风险意识和应急
处突能力。把《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
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列为各级党委（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纳入各级党校培
训必修课，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树牢“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
大事，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提高防灾减
灾救灾和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的能力和水平，
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
处。对新调整上任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及时
组织上岗前后专题培训，了解应对各类灾害
的自身职责和要求，具备防灾减灾救灾和应
急处置基本能力。

二要建立健全党政同责的地方防汛工作责
任制。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
实行防汛救灾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紧压实日
常防范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领导责任。完
善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响应预案和运行制度，关
键时刻必须坚持指挥部的统一领导指挥，明确

防汛关键时段的具体岗位和具体职责。地方党
政主要负责人首先要在指挥部靠前指挥、坐镇
指挥、掌控全局；赴灾害现场时必须明确其他负
责人坐镇指挥，并与指挥部保持畅通，始终了解
全局、正确决策。

三要深入开展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及运行情
况评估。针对地区之间、上下之间应急管理体制
改革进展不平衡，各地全面组织评估，并把评估
工作与深化改革统一起来，系统查找指挥机构设
置、部门职责界定、专业人员和机构支撑、运行机
制等方面与实现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的差距，
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建立健全统
一权威高效的应急指挥机构，发挥好应急部门的
综合优势和各相关部门的专业优势，建强指挥班
子，完善制度机制，强化专业机构支撑。

四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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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评估修订要与
健全制度相结合，实化细化指挥长和各有关部
门及相关单位的具体责任、应答机制、行动措
施，强化演练磨合和日常检查，发布预警信息后
依据预案和制度启动响应、落实措施，确保关键
时刻管用顶用。建立健全极端天气和重大风险
研判机制，量化预警和应急响应启动标准，规范
预报预警信息发布，建立健全预警与应急响应
联动机制，按规定及时采取“三停”（停止集会、
停课、停业）强制措施。

五要整体提升城市防灾减灾水平。深入开
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把极端天气应对、自
然灾害防治融入城市发展有关重大规划、重大
工程、重大战略，补齐防洪排涝设施欠账，完善
防洪排涝标准和医院、地铁等公共服务设施抗
灾设防标准，强化重大生命线工程安全保障，加
强备用供电、排水泵站等关键设施安全保护，在
重点部位配备应急特殊装备，提高断路、断电、
断网等极端情况下的应急保障能力，实现城市
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同城市发展相适应。

六要广泛增强全社会风险意识和自救互救
能力。在全社会广泛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
育，充分发挥各类媒介作用，切实增强群众防范
风险的警觉性。把防灾和安全教育从基础教育
抓起，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突出相关内容，推动防
灾减灾救灾知识进教材、进校园、进社区、进职
业培训。拓展形式丰富的实践演练活动，建设
各级防灾减灾救灾教育培训基地、科普体验场
馆，激发公众兴趣，增强培训效果。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