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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下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组审

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防汛抗灾和恢复生产生活情况的报告》。第

二组由段林毅委员召集,黎定军、罗亚军、刘克利委员先后发言。列

席会议的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张早平、省十二届人大代表肖明强、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吴金水也发了言。

黎定军委员说,听了报告后,感觉我省这次汛情是非常严重和

空前的,防汛取得了重大胜利,下一步措施也很到位,但是对这次

防汛抗灾中存在的问题没有进行分析。毕竟这次汛情跟1998年的

有所不同,来得快、来得急,存在什么特点? 有哪些问题? 特别是

这次防汛过程中,很多视频和信息在微信等平台流传,可以说是真

假难辩,报告中没有提到这方面的事情。建议报告可以提一提,有

利于灾后重建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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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亚军委员说,报告主要写了政府干了些什么事情,而公益组

织和社会力量也做了很多事情,却没有提到。这次防汛救灾,除了

政府,很多社会力量、爱心人士都参加了,也捐了款,比如工商联和

各民主党派一起就捐了一个多亿,这是企业或个人自己掏的钱,要

鼓励这种精神。建议报告里至少要提几句。

刘克利委员说,报告好。平常讲大灾大难面前见精神,见民族

素质。这次防汛抗灾确实体现了湖南人战天斗地的精神。一是组

织效果好。灾情确实大,报告中有翔实数据表述。二是抗洪得力。

有很多典型事迹,如水利厅长詹晓安晕倒在堤上,益阳市委书记瞿

海主张坚决守堤,保住了赫山区。建议:进一步加强防洪基础设施

建设,下力气研究防汛抗洪中堵管涌、加修子堤的新技术,新办法。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张早平说,报告中还应该有以下几点

内容。1、今年的灾情、汛情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产生的原因是

天灾还是人祸? 应该有一个交代,至少对人大常委会有个交代。

2、通过报告,要找到根本原因,有没有教训? 假如下次又发生这样

的情况怎么办? 3、人民政府怎么向人民交代? 比如宁乡损失那么

大,老百姓的损失全部是自己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

前。而群众这么大的损失,报告里面没有提出来,这是非常令人心

痛或者寒心的。灾情发生后,社会各界主动捐款,群众自救,是当

前的主流。如果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人民群众会不会这样踊

跃捐款? 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引导社会的正能量。很多问题现在

基本上应该有结论了,但报告里看不到。堵不如疏,要注意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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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这是党委政府工作的中心问题,还是采取过去传统的思维模

式进行堵截、拦截是不行的,这个事情涉及违法了。报告能否实事

求是地把以上问题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很多需要有个说法的内容

都没有看到,特别是教训在哪里? 不能是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

损失很大,报告说是480亿。损失是怎么造成的? 要不要追究部门

工作失职的责任? 这些教训一定要吸取好。要对人民群众负责,

政府要更加如实地向人大报告,不遮遮掩掩,不知其一还不知其

二,不能只讲抗洪抢险取得多大的成绩,最重要的是慰藉百姓,避

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省十二届人大代表肖明强说,1、如果基层政府、水利部门对易

发灾情地段平时加强检查、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可能今年河堤决

堤、主干渠塌堤的现象会少一些,同时对农田的损毁也会少一些。

2、中小水库的主干灌渠,20多年未维修,这次垮塌严重。省政府、

省水利厅等有关部门,要吸取教训,加大对中小水库排洪灌渠的整

修。3、今年灾情已经发生,很多地方正在进行灾后重建工作。建

议:灾毁重建过程中,对于今年灾情比较严重的县市和乡村,对一

些重要地段和洪灾易发地段,也包括一些灾毁道路,省政府及省财

政、水利、交通等部门要加大灾后重建的技术指导和资金支持力

度。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吴金水说,1、报告中“湘水”、“资水”和

“沅水”的说法不对,如“湘水”应该是指湘江流域或者湘江。2、建

议做一次专题调查,查出重灾区致灾原因。减灾应该走在前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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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科学的做法。在报告里没有看到减灾的内容。制定一个减灾的

规划非常必要。原因不查出来,每年都会淹;原因查出来了,可以

精准施策减灾,也不会要很大投资就可以解决问题。希望在减灾

方面,在科学查找原因方面多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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