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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Ⅳ级）。

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

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

地质灾害险情为小型地质灾害险情。

因灾死亡3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灾情为小型地质灾

害灾情。

4.6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宣传
预案落实后，要及时向群众宣传普及，通过分发资

料、张榜公布、利用广播介绍地质灾害防治基本知识等

形式，增强群众地质灾害防御知识，提高自救能力，并

积极主动配合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抢险救灾工作

有序展开，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7地质灾害应急防范“明白卡”
根据已圈定的地质灾害危险点、隐患点，由政府部

门填制简易的卡片，统称为“明白卡”，将地质灾害的基

本信息、诱发因素、危害人员及财产，预警和撤离方式，

以及政府责任人等。落实到乡（镇）长和村委会主任以

及受灾害隐患点威胁的村民，并向村民详细解释具体

地质灾害防治内容。

相关知识
遇到崩塌的躲避方法：
遇到陡崖往下掉土块或石块，或者看到大石块摇

摇欲坠，千万别从它下面过，人绕行、车绕道。如果正

好处于崩塌体下方别无选择时，应该迅速向两边逃生，

而且越快越好。感觉地面震动时，也

要立即向两侧稳定地区逃离。

遇到滑坡的躲避方法：
当处在滑坡山体上时，首先应保

持冷静，不能慌乱。跑离时，向两侧跑

为最佳方向。

当遇无法跑离的高速滑坡时，更不能慌乱，在一定

条件下，如滑坡呈整体滑动时，原地不动，或抱住大树

等物，都是有效的自救措施。

遇到泥石流的躲避方法：
遇到泥石流，不要顺着泥石流沟向上游或向下游

跑，应向沟岸两侧山坡跑，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完）

宝丰县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知识

● 1990 年 1 月 13 日至 15 日，中共宝丰

县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宝丰县城召开。应到

代表 252 人，因病请假 3 人，出席代表 249

人，列席代表 70 人，代表全县 11661 名党

员。会议审议通过了侯邦代表中国共产党

宝丰县第五届委员会所作的《加强党的领

导，发挥政治优势，坚决贯彻执行治理整顿

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把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推向前进》的报告；审议通过了王武臣

代表中共宝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所作的《加

强廉政建设，促进党风好转，更好地为治理

整顿和深化改革服务》的报告，并作出了相

应决议。大会经过充分酝酿讨论，按照民主

集中制的原则，选举产生了中共宝丰县第六

届委员会委员 25 名、候补委员 5 名、纪律检

查委员会委员15名。

● 1月15日，县委六届一次会议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中共宝丰县第六届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9 名；书记侯邦；副书

记3名，分别是安惠元、王武臣、何新年。讨

论通过了中共宝丰县第六届委员会《关于端

正党风，加强自身建设的若干规定》。并通

过了中共宝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共宝丰县纪律检查常

务委员会委员4名、书记1名、副书记1名人

选，书记王武臣。

● 1990 年 1 月至 1993 年 2 月，中国共产

党宝丰县第六届委员会任期内共召开全体会

议7次，常委会154次。提出了宝丰县“八五”

期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基本思路和主要

任务，确定了发展目标和步骤；制订了宝丰县

小康村建设规划，决定以实现小康为总目标、

总任务统揽农村工作全局，动员全县人民向

小康目标迈进，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

展；进一步加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保持了社

会稳定，克服了经济困难，保证了全县国民经

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 至1992年12月，中共宝丰县委共有基

层党组织730个，其中党委19个、党组43个、党总支11个、党

支部700个。全县共有党员12339名、国家干部4432名。1992

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7.466亿元，比上年增长11.5%；农业总

产值2.9762亿元，比上年增长3.5%；工业总产值10.671亿元，

比上年增长34%；财政收入4381万元，比上年增长7.69%；农民

人均纯收人642元，比上年增长7.36%。 来源：宝丰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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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丰县石桥镇，有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

就是具有50多年党龄的盲人张山。一个双目失

明的农民党员，却凭着自己的感觉和一根棍子，曾

经每天步行10多公里为乡亲们义务投递报刊、书

信，历经52年，风雨无阻。有人计算过，他在义务

投递路上走了15万多公里。

张山，1942年出生在石桥镇兴隆村一个贫苦

家庭，3岁时患眼疾，后双目失明。张山父母早逝，

18岁就成了村里最年

轻的“五保户”。但他

打小就是个比较要强

的孩子，平时为生产队

里铡草、喂牛，别人拉

车时就帮忙推车。“三

夏”大忙时节，护麦看

场。1965年张山被石

桥公社评为“五好社

员”，1966年，他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老

三篇”热潮中，经过别

人的辅导，张山背会

《为人民服务》，从此萌生了为村民办好事的念头。

张山说:“我是党员，虽说我眼晴看不见了，但我还

有两条腿、两只手，不能吃闲饭。”

村里报刊、信件没有固定人送，经常积压，他

听说后，就主动要求义务为群众送报刊、信件。兴

隆村是个大村，500余户，2000余人口，由王明寨、

稻谷田、后陈庄、小柳树湾、霍庄、仓房等7个自然

村组成，村多且分散，别说是盲人，就是一个正常

人，转一圈也得大半天。张山却能准确辨别村民的

住址。路上何处该拐弯，哪儿有条沟，哪儿有道坎，

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五十多年中，无论刮风下雨或

是身体有病，他都一直坚持在义务送报的路上，从

不间断。张山身上没断过伤，虽然路他已摸熟于

心，但意想不到的事情也时常发生，尤其是雨雪天

气，碰到树上、掉到沟里、撞到墙上的事儿已屡见不

鲜。他额头上的新疤旧痕时常有五六处之多。

张山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每天早上

八点钟，准时到离村一公里的石桥镇邮政所取

报、信。他记忆力很强，脑子特别好用，邮递员只

要把各类报纸、信件按次序分好，交代上一遍，他

就能全部清清楚楚地记在脑海里。然后，回到村

里，再按照顺序把报纸和信件逐一发给单位和村

民，从没有出现过差错。开始许多人怀疑，不相

信。有一次邮递员把成沓成沓的报纸重新打乱，

有意考试一下他的记忆力和手感，结果，他抬手

一摸，就把打乱的报

纸 又 重 新 分 好 了 。

为此，群众送他个外

号“活电脑”。

共产党员、盲人

张山，始终牢记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有一分热发一

分光！2005 年 4 月，

张山被评为宝丰县

劳动模范。12 月，中

共平顶山市委作出

决定，在全市各级党

组织和党员中开展

向张山学习活动。2006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第009版：党建周刊）刊登了《盲人党员张山：义

务送报四十年》；2010年4月14日，中央电视台以

《盲人张山的幸福生活》为题，对张山的事迹进行

了报道。

这份义务送报工作，张山一干就是五十余

载。2018 年，年过古稀的张山身体状况大不如

前，领导们不希望他那么奔波操劳，就不再让他继

续送报了，并按照特困分散供养人员，对其进行帮

扶。如今，将近八十岁的张山依然条理清晰，会偶

尔拄着拐杖和街坊四邻攀谈一番。

身残志坚的张山，用他的实际行动阐释了普

通党员的初心与使命。作为一个普通而特殊的党

员，身体的残缺，并未影响他对生活的热爱，以及

回报社会的那份赤诚之心。这些都值得我们每个

党员，每个干部群众去学习，去发扬光大。

图文资料来源：宝丰党史

盲人党员张山义务送报五十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