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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明确了四项重点任务：

(一)健全完善监测预警机制。

——密切关注未脱贫和返贫致贫风险高等人口基

本生活状况。

——密切关注低收入困难人群基本生活状况。

——密切关注潜在救助对象基本生活状况。

(二)落实落细兜底保障政策。

——强化农村低保兜底保障。

——全面落实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

——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制度作用。

(三)加强特殊困难群体关爱帮扶。

(四)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倾斜支持力度。

进度安排方面，分为四个阶段：动员部署、明确任

务 (2020 年 2 月-3 月)；监测摸底、比对排查 (2020 年 4

月-6月)；政策落实、应兜尽兜(2020 年7月-9月)；查漏

补缺、巩固深化(2020年10月-12月)。

《方案》最后提出，相关地方民政、扶贫部门要建立

督促调度机制，定期督促调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

地区和未摘帽贫困县社会救助兜底脱贫行动进展，帮

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

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将视情对相关省份开展督

促调度。有脱贫攻坚任务的省级民政、扶贫部门要在6

月底、9 月底、12 月底向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报送当

地社会救助兜底脱贫行动实施情况。民政部、国务院

扶贫办将定期汇总整理各地行动开展情况，推广宣传

典型经验。

据民政部网站消息，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日前

联合印发《社会救助兜底脱贫行动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方案》提出，要加强特殊困难群体关爱帮

扶，完善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关爱服

务体系，落实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保障政

策，多措并举关爱帮扶特殊困难群体等。

《方案》指出，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最后一道防线，事关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贫困人口能否如期脱贫。当前，脱贫攻坚已到了决战

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为进一步做好社会救助

兜底保障工作，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决定开展社会

救助兜底脱贫行动。
□ 据中新社

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

开展社会救助兜底脱贫 加强特殊困难群体帮扶

“我报警了，但很遗憾没能阻止事故”
“车厢突然猛晃，开水器、冰箱、电磁炉成排倒下，

我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T179 次客运列车厨师乔

伟伟在医院向记者回忆事发情况时，仍心有余悸。

乔伟伟说，事发时，他所在的餐车内有两名厨师、

一名质检员、一名乘警。“醒来后，我顺着车厢连接处

的大裂缝慢慢爬出车外。可是，同车厢的乘警不幸遇

难了。”

安徽姑娘孙洒洒一家六口乘坐 T179 次列车赴广

州。“出事瞬间，我们车厢里的人和行李挤压成一堆，后

来大家用消防锤砸开玻璃窗陆续往外爬。”

记者在现场看到，猛烈的撞击导致列车机车头变

形偏离轨道，多节车厢倾覆；有的车厢受损严重，被折

成“V”字形。事故路段两旁都是山坡，护坡陡峭，现场

有明显的塌方痕迹。

“撞上塌方山体后，列车头部跳了起来。”一名在现

场目击事故的村民告诉记者，列车到达塌方路段之前，

已有大量土石方掩埋了铁轨。

“我打了报警电话！”目击事故现场的村民李丙

红告诉记者，他的小孩在铁路附近道路骑车时发现

了塌方，便跑回家告知了这一情况。他立即骑摩托

车 赶 到 塌 方 附 近 的 桥 上 ，并 于 11 时 29 分 拨 打 了

“110”报警电话。

“我赶到桥上时，看到已有几个人在，大家几乎同

时在打电话报警。没过多久，就看到火车开过来了。

有人向火车挥舞衣服，但已经来不及了。”李丙红说，虽

然第一时间报警了，但很遗憾没能阻止这场事故。

事发前约10分钟
拨打的“110”电话为何没能成功预警？

经记者多方核实，事故发生前，当地“110”报警平

台确实接到了村民电话。当地公安机关表示，正配合

事故调查组开展调查。

有当地政府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确有村民在事

发 10 分钟前拨打了“110”报警。但“110”电话负责接

警的是当地公安部门，不是直接传达到铁路部门，信息

中转、调度还要经过多个环节，此刻让列车停下来已经

来不及了。

铁路部门人士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铁路巡护人

员发现危险后，会通过内部通信设备第一时间联系附

近车站，由车站发出指令控停列车。

记者多方努力试图采访列车司机，但未能如愿。

“铁路和地方联动应急体系没太理顺。”一名知情

人告诉记者，地方公安接警距离事发时间约 10 分钟，

但因为管辖区间划分不明确，且预警信息核实、电话联

系、司机制动处置都需要时间，警讯未能起到阻止事故

发生的作用。

业内人士表示，铁路和地方建立的联防联控机制

并不完善，尤其是乡镇及以下单位，日常基本没有联

系。一些地方干部表示，普速列车线路维护等工作一

般由铁路部门负责，地方很少介入；安全风险如果不是

铁路部门自己第一时间发现，往往很难发挥预警作用。

需加强监控、预警、技术升级
一些受访的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专家

认为，在地质灾害频发的季节，应加密普速铁路巡查频

次。对于经常发生灾害的山区路段，要加强工程治理，

在斜坡地带安装传感器和摄像头，并利用无人机技术

加强巡检。

同时，应加强对机车乘务员应急信息预判和处置

能力的培训。优化列车编组管理，如将行李车挂在机

车头后，将发电车放车尾，发挥行李车“缓冲器”作用，

降低事故发生时发电车起火等风险。

发现险情的信息未能得到及时处置，是此次事故

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专家认为，应尽快完善铁路与地

方联动的报警快速反应机制，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技术

优化信息整合能力，扩大预警网络覆盖面，将信息触角

延伸至基层。“要建立一个机制，把普通公众目击的信

息和所有异常动态都纳入预警系统。”一位专家表示。

还有一些受访专家认为，此次事故敲响了老旧普

速铁路安全保障升级的警钟。

多位专家表示，高铁可以通过全息感知、状态评

估、安全防护等信息化技术，及时预警和有效处置一些

安全事故风险。近年来，新修的高铁开始配备“空天车

地信息一体化运营安全保障系统”，并逐步实现无人智

能驾驶。而普速铁路驾驶目前还主要依赖司机目测，

沿线维护、巡检也主要靠人工进行，不能确保实时获取

灾害信息，预防突发险情。

未来是否能把普速列车全部更换为高速列车，减

少类似事故发生？专家表示，高铁并不适合货运特别

是重载货运。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需要用普速铁路

运输原材料与产成品。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发展不平

衡，地质气候条件差异很大，普速铁路在短途交通和满

足公益性交通出行方面具备优势，在未来很长历史时

期内，中国铁路网还将是高速与普速并存的局面。

因此，专家认为，通过“人防＋技防”全面升级，提

高普速列车安全防护能力迫在眉睫。

有专家建议，对标高铁以“端的多能化”，让普速列

车也具有一定环境安全风险感知能力；以“网的物联

化”，让普速铁路车、线、站等各个系统“万物互联”；以

“脑的智能化”，将环境监测结果运用于列车运行控

制。普速铁路和高速铁路同步构造“全局可视、提前预

判、主动预警、立体防护”高科技防护体系，铁路运输安

全才更有保障。

京广线T179次列车脱轨事件追踪
列车为何没能及时停住？

4月1日11时45分左右，Z201次旅客列车顺利驶过京广铁

路郴州段脱轨事故区段。据悉，这趟列车由北京出发开往三亚，

是脱轨事故发生以后，从事故路段通过的首趟旅客列车。3月30

日11时40分许，从济南开往广州的T179次客运列车行经京广

线湖南省永兴县路段时，因突发山体滑坡，导致列车撞上塌方体

脱轨。事故造成1死127伤，京广线部分区段一度运行受阻。

根据记者现场调查，事故发生前曾有村民拨打“110”电话

报警。那么，列车为何仍未能及时停下？该如何避免类似事件

发生？ □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