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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度汛基础 保持临战状态

我市全力应对“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记 者 袁春梅

通讯员 李 军 孙世昊

从7月16日零时起， 我省正
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时间里 ，
我市经历了一次实战考验，7月
10日至14日经历三轮强降雨，市
水利部门迅速行动， 全面进入防
汛临战状态，非常规“南水北调”抢
排涝水，在排水第一线，抢险队员
连夜分批架设机泵，确保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农田粮食安全，最大限
度降低洪涝灾害带来的损失。

创

非常规“南水北调”抢排涝水
一河涝水，多河分流，是这次

科学调度洪水的一项创新之措。
这次降水过程中，我市和上游

宿迁沭阳等地区普降大到暴雨，灌
云部分地区遭遇特大暴雨，降雨量
创历史纪录，善后河持续高水位行
洪，防汛排涝压力巨大。

市区水工程管理处在做好市区
防汛工作的同时，积极协助灌云县、
海州区西南片区排涝，13日上午执
行调度指令， 通过狮树套闸、 新城
闸、开泰闸、大板跳闸等水利工程设
施协调联动， 利用水系连通工程全
力排除海州地区涝水， 并通过烧香
河北闸排除灌云地区涝水， 极大降
低了相关县区的防汛排涝压力。

“利用水系连通工程‘南水北
调’，属于非常规调水排涝，这在我
们水情调度上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和创新。”市水利局局长颜建介绍，
由于本轮降雨强度太大，灌云等地
降雨量超过历史纪录，加之善后河
流域上游的沭阳等地涝水大量下
泄，善后河流域部分地区排水压力
巨大。 海州区的新坝等乡镇2万多
亩田块受淹，如何尽快排除善后河
流域和田间涝水，成为首要问题。

经过科学分析，最终决定采取
非常规水情调度，将善后河的部分
涝水调引至市区，利用水系连通工
程，通过多条河道分泄涝水。由13
日的3.21米降至14日的2.90米，一
天时间， 善后河水位下降了0.31
米，农田涝水加快排除。

抢

闻“汛”而动驰援排水
4天3夜，与时间赛跑。这几天，

连云港防汛机动抢险队的队员们，
连续转战海州区新坝镇、灌云县龙
苴镇、南岗镇、东海县房山镇、平明
镇等地的10余个村庄，调运抢险设
备，架设机泵强排农田积水。

7月13日上午9时，连云港防汛
机动抢险队接到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调度指令，由于受强降雨和上游
来水影响，海州、灌云、东海等县区
农田存在不同程度积水，急需增设
抢险设备排水。

抢险队闻“汛”而动驰援排水，
立即启用物资设备调运预案，第一
时间联系抢险合作共建单位，组织
30余名队员、8台套吊运车辆，协助
装卸排涝设备，12时许抢险设备抵

达灾情现场。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抢险队

员兵分三路， 驰援排水救灾第一
线。目前，险情已基本缓解，抢险队
圆满完成4万余亩的农田救灾任
务，排水总量约180万立方米。累计
出动抢险队员81人次，调运抢险运
输车辆34车次、发电机组6台套、大
流量排涝设备60台套。

“此轮灾情区域广、面积大、点
位多，既检验抢险队伍执行预案的
能力，也检验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
本领。” 连云港防汛机动抢险队相
关负责人董淳桓介绍，这是一场难
打的“硬仗”，也是一场必须打赢的
“胜仗”，党员干部主动担当，坚持
奋战抢排积水，确保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农田粮食安全，最大限度降
低洪涝灾害带来的损失。

防

有力有序夯实安全度汛基础

昨日上午，临洪水利工程管理
处临洪东站管理所高级工程师李
莉莉， 正在对12台机组进行巡查，
以确保接到命令可以随时启动。

临洪水利枢纽是我市主城区
洪水外排“总阀门”，为确保“总阀
门”防洪安全，发出“哪里有险情，
哪里就有共产党员” 的号召，2020
年，临洪水利工程管理处以“清润
海彦”党建品牌创建为引领，成立
了“海彦党员突击队”，机动应对五
个站所的汛情以及保障16公里新
沭河生命线的大堤安全。

7月10日至11日， 我市普降暴
雨，局部大暴雨，党员们的先锋模
范作用， 迅速凝聚起红色动能，为
安全度汛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
临洪水利工程管理处临洪东站管
理所所长安刚介绍， 从7月11日上
午接到开机指令，到15日下午接到
关机指令，他们实行两班倒，确保
24小时在岗。

入汛前， 我市上下早安排、早
部署、早准备，突出抓好体制机制
完善、防汛责任落实、应急预案修
编、实训实演实练、隐患排查整治、
物资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为安全
度汛奠定坚实基础。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各级各有关部门已全面进入防汛
应急状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跑”在洪水前，“想”在成灾
前， 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的各项准
备，保江河安澜、人民平安。

加强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我市一案例入选
最高检典型案例

记者 史卫平 通讯员 连检轩

本报讯 近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聚焦
“加强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促进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这一主题，发布4件“检察为民
办实事”系列典型案例，我市检察机关办理
的 “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某县人社局行
政处理检察监督案”入选。我市检察机关在
办案中，对于涉农民工讨薪案件，坚持全面
审查、平等对待原则，既依法保障农民工工
资按时足额支付， 又平等保护企业作为另
一方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2016年6月，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某建设公司） 中标某县某镇的高标
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工程施工项目后，将
项目委托项目经理张某负责， 张某又将工
程分包给樊某等3人。2019年10月8日，郑某
等多名工人向某县人社部门投诉某建设公
司拖欠工资款。某县人社部门经调查，依据
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
理决定书》，要求某建设公司支付郑某等68
名工人工资合计159万余元。

某建设公司认为，其并非用人单位，不
服该行政处理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
决以某建设公司“未提供工人考勤表、工资
支付凭证等有效证据，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
不利后果”为由，驳回某建设公司的诉讼请
求。某建设公司不服，相继提出上诉、申请
再审，均未获支持。2021年11月，某建设公
司向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案件受理后， 市检察院联合某县检察
院组成一体化办案组， 开展调查核实。查
明： 某建设公司一直按工程进度支付工程
款，截至2021年9月7日已超付工程款190万
余元（有生效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但樊
某作为分包人， 收到该公司支付工程款后
未及时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

综合全案证据材料， 检察机关认定，
樊某存在指使他人冒领工资的行为，某县
人社局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
中认定农民工郑某等10人的工资 、 杨某
甲、 杨某乙两人的工资等证据均系伪造，
该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法院判
决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对于樊某所欠
工人工资，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第36条，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的相关规定，
某建设公司应当先行清偿樊某欠付的部
分农民工工资。

2021年12月27日， 市检察院向市中级
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2022年1月10日，
市检察院向某县人社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建议其根据查明的事实重新作出处理决
定，同时加强对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招用、
工资发放等方面的日常巡视检查， 强化法
治宣传，既引导企业经营者增强依法用工、
按时足额支付工资的法律意识， 又注重引
导农民工依法理性维权。

某县人社部门采纳检察建议， 对农民
工欠付数额重新核算， 核减掉不应支付部
分，重新作出《劳动保障监察决定书》。鉴于
本案的行政争议已实质性化解， 法院决定
对本案不予再审。

我市大件运输量近三年增长60%
运好“巨无霸”助力
装备制造业大发展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王保斌

本报讯 昨日， 中复联众公司新生产
的一批85米及以上叶片顺利吊装上车。随
后， 运输车队在市交通执法支队及市公安
交警部门的护送下，逆行4.8公里经临洪河
特大桥从宋庄收费站上高速。 这批叶片最
终将从港口装船出海。“因轨道转弯半径不
够， 叶片无法从大浦上高速， 只能逆行到
228国道。 为此我们3次上南京争取省交通
运输厅支持， 办理个性化的运输许可。”市
交通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刘劲松介绍，
目前已累计办理85米及以上超长叶片运输
许可222件，发车171台。

大件运输享受特殊“待遇”，是政府优
化营商环境的主动作为。 由于货物的特殊
性，运大件的车辆只能用特种超限车辆。根
据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大
件运输车辆行驶公路前， 承运人应当向公
路管理机构申请公路超限运输许可。“如果
在市内运输的还好，涉及跨省市的，以前审
批时限很长，节假日也不办理，跑一趟手续
下来很费时间。”连云港邦运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负责人刘斌表示，“近几年审批效率逐
年提高，还是比较满意的。”

“大件运输需求增大，企业对运输时效
要求高， 也倒逼我们不断提高办证效率和
服务水平。”市交通运输局行政服务处处长
祁大庆说，今年以来，我市开展大件运输许
可“信用+承诺+批量”审批新模式，将信用
评价信息运用于大件审批工作， 探索推行
申报承诺和“先证后查”，对符合条件的企
业， 由核查人员审核后提出免现场核查的
建议， 并将相关材料上传至审批系统以备
查验。 鼓励重点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提前
申报运输需求， 审批机构预审并推荐运输
路线，提高审批效率。

“过去需要电话预约执法人员上门勘
验，如今在压实企业安全责任的基础上，由
公司先行勘验后报管理部门审核就行，办
证时间能够节省1-1.5天。” 市交通执法支
队二大队工作人员王硕介绍， 在最困难的
跨省运输上， 由大件运输源头企业 “联络
员”实行“一对一”帮办，让业务手续办理
“零跑路”，线上即可申请审批。

打通大件运输关键节点，为企业提供
更好的行政审批服务，是推动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必然需求。在提升审批效率的
基础上，我市还进一步统筹道路 、桥梁等
多种资源， 推动大件运输标准化的同时，
开辟“大件专用线路”。去年 ，市开发区和
连云区携手，5个部门、2家企业协同，历时
5个月改造了38个路口， 并将路两旁的市
政设施及绿化面积缩减打通，目的就是让
直达港口的31公里超大叶片运输线畅通
无阻。

交通运输与产业经济发展密切关联，
据悉， 目前我市累计注册的大件运输企业
2385家，比2020年末增加806家、增长51%。
大件运输量从2020年的8000余件增加到
2022年的13000余件。我市和盐城、南通三
市企业生产的风电设备、 海工装备等占据
全国30%以上市场份额， 此类大件运输量
占全省总量的两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