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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是极端天气频发的季节，灾害性天气时有发
生。面对极端天气，如何应对和自我保护？

遇到大风、龙卷风天气如何防护？

1、减少外出，远离广告牌、树木、临时搭建的建筑
物。

2、远离楼房，以免花盆等物体坠落伤人。
3、远离电线，以免电线被刮断，导致触电受伤。
4、如果正在开车,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5、在房间里要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贴上

“米”字形胶布，防止玻璃破碎。
遇到龙卷风时，到比较坚固的房屋躲避。避开窗

户、门和房子外墙，立即到与龙卷风方向相反的房间内
抱头蹲下。

在户外时，远离龙卷风的移动路径，从侧面或背面
离开它。

开车遇到龙卷风时，应尽量把车停在涵洞、隧道等
安全区域,并马上下车逃生。

暴雨天出行该注意什么？

步行：
1、暴雨可导致井盖冲开及路段塌陷，应注意观察，

小心前进。
2、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物。
骑车：
1、远离深水和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
2、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及影响听力，注意观察路况。
3、路况不佳时，推车步行。
驾车：
1、行车时降低车速，能见度低时，可打开防雾灯。
2、避开易积水的路段。
3、水淹没高度到车轮半径，应挂低档驾车少加油、

慢而匀速行驶。
4、如果车子不小心进水熄火，千万不能再启动，应

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雷电天气，如何应对？

1、关闭门窗，切断电源，不要打电话。
2、不要停留在高楼平台上，在户外空旷处不宜进

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
3、不宜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躲避雷雨。
4、不宜在旷野中打伞。
5、在户外躲避雷雨时,应注意不要用手撑地,同时

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下头。
6、如果在户外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应提高警惕。

遭遇冰雹怎么办？

1、及时躲避到结实的建筑物内，老人、小孩尽量不
要外出。

2、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
3、如在室外，应用雨具或其他代用品保护头部，并

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暂避。
4、如附近无遮挡物，应该采取户外安全避险姿势，

即：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与腹部不受
到袭击。

5、躲避时要远离照明线路、高压电线和变压器，以
防发生触电。

（据中国应急信息网）

应急避险小知识

本报讯（通讯员 贺友平 杨学春）“合永路
K36+350 处上挡墙垮塌”“盐香路 K25+400 处塌
方”“川东路K11+200处塌方”“盐香路K6+800处
倒伏行道树”……7月2日6时30分，区公路事务中
心工作群里信息不断。

7月1日夜间至2日，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合川
区普降大到暴雨，部分镇街雨量达100毫米以上，
强降雨导致部分公路出现塌方、落石、滑坡、水漫
公路、树木断倒、竹子倒伏等灾害90余处，影响公
路安全通行。

面对灾害，区公路事务中心闻灾而动，赓即启
动防汛抢险应急预案，迅速组织抢险人员和设备
投入到应急抢险保通工作中。同时，区公路事务

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分头到联系的片区受灾路段现
场督导抢险。抢险人员赶到受灾现场后，一边联
合公路沿线镇街应急办和交通执法人员指挥交
通，一边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并开展抢险。随后赶
到的高空作业队、机械化抢险救援队伍开动高空
作业车、铲车、装载机等抢险设备投入到公路应急
抢险中。

截至7月4日12时，区公路事务中心安全巡查
公路740余公里，出动人员480余人次、抢险机械
设备90余台次，清理坍方2500余立方米，处置倒
伏行道树190余株、倒伏竹子120余株，疏通涵洞
（边沟）90余个，在30余个危岩、坍方等点位设置了
安全警示标识，所有公路全部被抢通。

区公路事务中心

紧急抢险保通畅

7月 4 日，记者获悉，为筑牢防汛“安全堤”，大石街道坚
持预防为主、安全第一方针，组织多方力量扎实做好灾害
预防工作。当天，街道应急办、派出所、司法所等相关部门
工作人员分赴辖区部分村（社区）巡查监测、全面排查安全
隐患，对部分村庄易发生内涝的低洼地带进行清障清淤，
提高防洪排涝能力。图为工作人员正在挖掘鱼塘排水沟，
确保汛期排水畅通。

记者 谌永恒 摄

本报讯（记者 周云
摄影报道）7月 1 日以来，
我区遭遇多次强降雨天
气，最大雨量 245.2 毫米，
城区街道出现积水最高
达 20 厘米，部分道路和
车库出现严重积水，出行
受阻。对此，区住房城乡
建委积极行动，及时组织
工作人员抢险排涝，确保
道路畅通和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据区住房城乡建委有
关负责人介绍，6 月 30 日
接到气象预警后，该委立
即部署应对强降雨天气工
作，严格落实易涝点主管
部门、街道、社区三级责任
制，要求各责任单位加强
值班值守、联合会商、巡查
排查、应急准备，切实做好
本轮强降雨天气防范应对
工作。

7月1日上午，合川城
区达到暴雨雨量，维多利
亚转盘、东津沱路口、檬

子巷等城区多个易涝点
出现积水，排水管网满管
运行，道路交通受到阻
断。区住房城乡建委立
即组织抢险人员赶赴现
场，并联动交警、城管、街
道、社区等单位共同采取
应急措施。一是对维多
利亚转盘、东津沱路口等
积水点采取临时交通限
行，对堵塞雨篦子进行清
堵并打开附近排水窨井
盖泄流，二是对檬子巷积
水点采用排污泵进行强
排降水。经过抢险人员
及时处置，维多利亚转
盘、东津沱路口、檬子巷
等点位积水问题得到解
决，交通恢复正常。

在本轮抢险排涝行
动中，区住房城乡建委共
出动易涝积水点责任巡
查人员39人次、应急抢险
人员 20 人次、载人车辆 5
辆、特种车辆1辆、排涝设
备1台。

消除城区内涝 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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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对雨篦子进行清堵

合川因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而得
名。与其它码头城市一样，老合川也曾有“九
宫十八庙”及其他寺庙。其中的药王庙、慧灵
宫、古圣寺，就见证了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
家、社会活动家卢作孚先生开办实业、支持文
化教育事业的历史，同时也为宗教活动场所
转用、利用提供了历史借鉴与成功案例。

供奉“中国药王”的合川药王庙
见证民生公司初创，奠基“中国船王”

老合川药王庙位于合川区钓鱼城街道鼓
楼街社区齐家巷中街，由当时合州药材行、药
贩子及药材行商、大小药铺及全城医生于清
乾隆年间捐资兴建，为老合川药帮同业会馆，
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举办“药王会”，请川剧
班子唱戏3天，主要唱《药王成圣》，又名《孙思
邈坐虎登龙》等戏。

“药王”是道教俗神，由中国古代历史上
或传说中的名医演化而来。传说中的药王有
三人：一是远古时期的神农，他遍尝百草，首
创医药，世尊为“药王”。二是战国时期的扁
鹊，他洞晓医源，深明医理，医术高超，后世尊
之为“药王”及“药王真君”。三是唐代孙思
邈。一般情况下，药王庙供奉的“药王”为孙
思邈。

位于合川齐家巷的合川药王庙，以前供
奉的就是“中国药王”孙思邈。供奉孙思邈的
合川药王庙，却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被追求
实业救国的卢作孚先生租用，并在这里干了
一件彪炳史册的大事。

1925 年 10 月，由卢作孚先生牵头，在合
川县通俗教育馆召开发起人会议，决定以“服
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宗
旨，宣布组建民生公司，卢作孚任筹备处主
任，陈伯遵、彭瑞成、黄云龙、周尚琼等人任筹
备委员。

筹备处成立后，由卢作孚与黄云龙赶赴
上海订购一艘造价3.5万元、载重70吨钢质客
轮，取名“民生”。订购“民生”轮的同时，卢作
孚、黄云龙还购买柴油机1部、直流发电机1
部。

1926年6月10日，民生公司筹备处在合
川药王庙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民生公司正
式成立，会议推选卢作孚任总经理，陈伯遵、
黄云龙为协理，石碧轩任董事长，郑东琴、刘
勃然、彭瑞成、李云根、余文舫、赵伯冕为董
事，罗惠凤、周纯钦、周尚琼为监事。公司一
致决定，从合川药材帮手里租赁药王庙，作为
民生公司生产及办公地点。

1926年7月23日，满载乘客的“民生”轮
从重庆起航，当天下午到达合川，民生公司

“渝合航线”正式开通，结束了中国内河航运
被外国人垄断的历史。随后，民生公司电灯
部也在齐家巷药王庙正式投入营运，让合川
人第一次用上了电灯。随着电灯用户的不断
增多，电灯部规模不断扩大，民生公司购置了
锅炉，改用蒸汽引擎发电。

1927年1月，因嘉陵江枯水，民生公司决
定新开重庆至涪陵航线，由“民生”轮跑“渝涪
航线”，同时新购载重 34 吨的浅水轮“民用”

轮，由“民用”轮跑“渝合航线”。1927年、1928
年，民生公司在合川药王庙连续召开第二、第
三次股东大会，卢作孚先生连任总经理。
1929年，民生公司又购买了长江公司载重125
吨“长江”轮，改名“民望”轮。从此，民生公司
有了3条轮船、两条航线和一个电灯部。

曾经供奉“中国药王”的合川药王庙，不
仅见证了民生公司的初创与发展，而且还成
了“中国船王”卢作孚的“起航地”。

供奉“太师闻仲”的合川慧灵宫
见证民生公司发展，造就“中国船王”

老合川慧灵宫位于合川区钓鱼城街道瑞
映巷瑞映门不远处，合川人又叫它“总神
庙”。该宫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顺治年间由
合州知州刘广重建，宫内供奉“九天应元雷神
普化天尊”，即《封神榜》中的太师闻仲。

慧灵宫曾是饭馆业会馆，1929年以前的
每年农历六月二十日，慧灵宫均要举办“雷主
会”。因合川城内饭馆业从业人员难免浪费
粮食，生怕遭雷打，每年“雷主会”都要到慧灵
宫祈祷进香，以表忏悔，发誓要珍惜粮食。

随着民生公司的实力与名气的不断提
升，位于齐家巷的药王庙因地盘受限已不能
满足公司生产、办公的需要。1929 年 11 月，
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用400块大洋，从慧灵
宫主持手里购得该宫所有权，并将位于合川
齐家巷药王庙的民生公司办公室及电灯部搬
迁至慧灵宫，慧灵宫随之成为民生公司的办
公场地和电灯部生产场地。随后，民生公司

在慧灵宫开办了电水厂，让合川比重庆主城
提前一个月用上自来水，让合川居民过上了
吃自来水的现代生活。

作为合川目前仅存的一处民生公司旧
址，如今的慧灵宫已于2009年7月被重庆市
文化委员会确定为“重庆市抗战遗址文物保
护点”。在慧灵宫山门两边的墙壁上，一左一
右隐约可见“民生”二字痕迹，据说是辛亥革
命四川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手书。据附近居
民介绍，这两个字从前很显眼，上个世纪“破
四旧”时遭人破坏。

在慧灵宫办公期间，民生公司轮船由3艘
增加到42艘，航线由重庆、涪陵、万县、宜昌一
直延伸到上海，载重能力由 229 吨增加到
16884 吨，职工人数由 164 人增加到 2836 人，
卢作孚也因此拥有“中国船王”美誉。

为适应航运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把帝
国主义的轮船挤出川江，民生公司于1937年
1 月 1 日由合川慧灵宫迁至重庆行街培厚
里。位于合川瑞映巷的慧灵宫，改设为民生
公司合川办事处。作为民生公司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的指挥机构与民生公司通江达海、
走向世界的历史见证，慧灵宫具有较高的文
物价值和历史价值。

凤凰山上的古圣寺
见证教育救国实践，成就“育才精神”

在利用宫、庙等宗教场所开办实业的同
时，卢作孚先生及其兄弟卢子英还大力践行
教育救国理念，协助陶行知先生利用草街古

圣寺办学。
名扬中外的古圣寺位于合川区草街街

道古圣村境内的凤凰山上，距离草街子老
街大约 5 华里。该寺原名虎声寺，始建于明
隆庆年间（1567 年至 1572 年）。清康熙四十
九年（1710 年）重建。因重建过程中发掘出
明隆庆年间的“洪钟”与“残碣”，从而推断
出寺庙的最初修建年代，并将其命名为“古
圣寺”。

1939年2月，受卢作孚先生委托，嘉陵江
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卢子英陪同陶行知
先生考察草街子，决定在草街古圣寺开办战
时育才学校。当时的古圣寺，除驻扎集中整
训的军人外，还有僧人，寺庙住持名叫隆树法
师。陶行知先生对隆树法师说，如今国难当
头，大批难童无法读书，他准备租用这座古
寺，开办一个战时育才学校，专门招收战时难
童，让他们有一个安身读书之处，并将他们培
养成栋梁之才。

隆树法师被卢作孚、卢子英兄弟的人格
及陶行知先生的办学精神所感动，答应将古
圣寺出租给陶行知先生。很快，陶行知先生
与隆树法师达成租赁协议，双方商定租期为
25年，租金总共折合黄谷20石，押垫120块银
元。1939年5月8日，在卢作孚、卢子英等众
多有识之士的帮助下，战时育才学校在草街
古圣寺挂牌成立，住在寺里的军人与僧人陆
续离开，陶行知先生也开启了他在古圣寺长
达6年的办学历程。

（中共合川区委统战部供稿）

卢作孚与合川宗教活动场所转化利用二三事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胥吉海）7月2日
上午，三汇镇气象站工作人员紧张地向辖区群众
转发暴雨天气气象预警，随后，镇机关、村社干部
全部结束周末休假，陆续返回岗位。在暴雨天气
应对工作会上，镇主要负责人安排干部全部下沉
村社，巡查路况、摸排灾情，对辖区道路、地灾点进
行了详细摸排，发现各类安全隐患40余处，对4处

漫水桥临时封闭，对24处堵塞水沟进行清掏，对11
处路面落石进行清理，对3处倒塌枯树紧急排危处
置，累计设置安全警戒线30余处。同时，镇主要负
责人带队开展地灾点巡查，查看地灾点形变、积水
量，劝导地灾点周边群众130 余户搬离避让，对4
处新发垮塌点应急处置，设置警示标牌，严防人员
误入。

三汇镇

及时排查清除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