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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1版）
聚焦社会稳定解难事。围绕意识

形态安全、基层治理等 12 个领域聚焦
社会稳定解难事，全力以赴补短板、
强弱项，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桑
植。12 名处级领导领办粮食安全等 15
个聚焦社会稳定解难事课题开展调
研，录入系统调研问题166个，已解决
64 个；转化调研成果，出台“学习新
思想、做个好党员”实践行动方案等5

项长效机制。上半年开展廉政审查 56
批次 1056 人，提出取消或者暂缓意见
11 人次；处置问题线索立案 79 件，党
纪政务处分 47 人，组织处理 117 人；
深化“一月一课一片一实践”主题党
日活动，创新“微党课‘交替讲’、教
育 片 ‘ 感 想 谈 ’、 社 会 实 践 ‘ 分 组
干’”模式，全县共有1万余名党员主
动走上讲台谈体会讲感受；处级领导
带队安全生产检查 65 次，解决突出问

题 75 项，带动全县各级各部门检查经
营单位安全生产13253家次，排查整改
安全隐患4016处。

聚焦服务效能化繁事。围绕持续
推进“放管服”改革、整治“指尖上
的形式主义”2个领域聚焦服务效能化
繁事，努力营造优质高效政务服务环
境、切实为基层减负。5名处级领导领
办关于进一步加快政务数据汇聚共享
的思考、规范人员借用审批和后续管

理等7个聚焦服务效能化繁事课题开展
调研，录入系统调研问题 84 个，已解
决 31 个；转化调研成果，出台干部交
流调整暂行意见、政务服务中心联动
办理机制等4个长效机制。上半年严格
按照“三三制”规范干部借用；持续
推进“放管服”改革，推动用好“湘
易办”，各联办事项办理环节减少 60%
以上，办理资料及证明材料减少 50%
以上，办理时限减少 40%以上，90%以

上事项实现了“零费用”办理；开展
“三清一改”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
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提升基层减负
实效，共清理过时无效的门牌、制
度，减少村级领导机构 12 类，减免控
违拆违等8大类事项村级主体责任，47
项宣传政策编印进“一本通”。

聚焦遗留问题理旧事。坚持把解
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作为关乎桑植长远
发展的大事，在“消存量、遏增量”

中出实招，确保全县历史遗留问题稳
步消化、顺利解决。县委主要领导共
计8次就聚焦遗留问题理旧事作出工作
批示、会议调度。出台桑植县在职处
级领导“走基层、找问题、想办法、
促发展”活动接访下访工作方案，自

“走找想促”活动开展以来，全县34名
在职处级领导领包信访积案 60 件，已
化解 41 件，化解率 68.33%；领办省委
巡视组83件转交件，目前已全部办结。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记者
刘诗平） 7月16日0时起，全国将进入

“七下八上”（七月下半月至八月上半
月） 防汛关键期。怎样做好当前的防
汛工作？新华社记者 15 日就此采访了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有关负责人。

今年 3 月 24 日入汛以来，我国大
江大河大湖汛情总体平稳，但部分地
区发生暴雨洪水，西南等地发生了阶
段性旱情。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王
章立说，入汛以来，七大江河干流没
有发生超警洪水，内蒙古、江西、重
庆等 21 个省区市的 255 条河流发生了
超警以上洪水，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其中，30 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
8 条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
大洪水。

王章立说，今年“七下八上”期
间，据预测我国将出现洪旱并重，局
部地区暴雨洪涝多发重发。

降雨主要呈“东部南部多、西北
少”分布。主要多雨区位于松辽流域
东部、黄河下游、淮河流域沂沭泗水
系、长江下游、太湖、珠江流域东南
部等地；主要少雨区位于内蒙古西
部、新疆东部北部、甘肃西部等地。

松花江、第二松花江、黑龙江中
游、浑河和太子河、淮河流域沂沭泗
水系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内蒙古中

部西部、新疆东北部、宁夏、甘肃西
部、陕西中部北部、山西、河北西部
北部等地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此
外，有2至3个台风将登陆我国。

王章立表示，“七下八上”防汛关
键期到来，水利系统严阵以待，全面
启动防汛关键期防御工作机制，强化

“四预”措施，抓实各项防御措施，全
力做好汛情应对。

他说，未来一周，水利系统将聚
焦重点做好防御工作。

——重点关注松辽流域的第二松
花江、松花江干流，做好水库调度、
堤防防守、蓄滞洪区运用准备。

——重点关注淮河流域的沂沭泗

水系，做好水库调度、堤防防守工作。
——重点关注当前南海热带气旋

对珠江流域和海南省的影响，做好水
库调度、堤防防守、蓄滞洪区运用准
备。

——对在建工程安全度汛方案和
措施进行再检查，重点检查大江大河
干流及重要支流，逐处工程检查落实
到位。

——对水库度汛方案和措施进行
再检查，重点检查病险水库，逐库检
查落实到位。

——对淤地坝度汛方案和措施进
行再检查，重点检查坝下有村庄的淤
地坝，逐坝检查落实到位。

“七下八上”关键期到来，防汛形势如何？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水利部

发布汛情通报，15 日 16 时针对福建、
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 6 省
区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派出
2 个工作组赴广东、广西、海南等地
协助做好防御工作。

汛情通报称，今年第 4 号台风于
15 日 8 时在南海生成，预计可能登陆
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受其影响，7 月
16日至19日，广东沿海、广西南部西
部、海南大部、贵州中南部、云南东
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
到大暴雨，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
江、韩江及沿海诸河，海南南渡江、

昌化江、万泉河，福建九龙江等河流
将出现洪水过程，暴雨区部分中小河
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水利部针对南方 6 省区启动洪水
防御Ⅳ级应急响应的同时，向相关省
级水利部门和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
会、珠江水利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
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雨情水情监
测预报预警，强化值班值守和会商研
判，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
做好强降雨区水库、堤防等工程安全
度汛，重点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
灾害防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水利部针对南方6省区启动
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记者
郁琼源）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国家乡
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14日表示，要聚
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把
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作为根本措施，把
促进脱贫县加快发展作为主攻方向，
不断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
展动力，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发展差
距，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
线，努力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
楼，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
持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
之年。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
局） 14 日在京联合退役军人事务部、
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
中国残联、全国工商联召开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
进会议，进一步凝聚力量，合力推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工作高质量发展。

刘焕鑫指出，要聚焦重点合力推

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工作再上新台阶，合力推进
防止返贫监测帮扶，组织开展防止返贫
集中排查，全面落实帮扶措施。合力推
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培育提升帮扶产
业，积极扩大就业。合力推进脱贫地区
加快发展，助力脱贫地区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合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刘焕鑫要求，各级农业农村、乡
村振兴部门要主动会同退役军人事务
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
协、中国残联、全国工商联等部门和
单位，继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加强组织推动，加强支撑保障，
加强宣传动员，进一步增强推进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工作合力。

刘焕鑫说，2022 年，脱贫攻坚成
果得到巩固拓展，易返贫致贫人口实
现应帮尽帮，脱贫地区群众和脱贫人
口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生产生活条件
持续改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增强，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的底线。

7部门合力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高质量发展

7月16日，货轮在江苏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泊位上装卸集装箱 （无人机照片）。
据统计，2023年上半年，江苏连云港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49亿吨，同比增长11.7％；集装箱

完成284.36万标箱，同比增长15.4％。 新华社发 （王春 摄）

上半年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记者 郁琼源） 记者近日从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
今年以来，农发行紧紧围绕
服务粮食安全、生态文明建
设、促进共同富裕、“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等国家重
大 战 略 和 “ 三 农 ” 重 点 领
域，持续加大信贷投放。

据 了 解 ， 截 至 6 月 末 ，
农发行贷款净增 8299 亿元，
贷款余额 8.57 万亿元；上半
年累放贷款 1.61 万亿元，创
历史新高；积极引导资金回
流 农 业 农 村 ， 新 发 行 债 券
1.25 万亿元，农发行的政策
响应力、支农贡献力、社会
影响力显著提升。

据介绍，农发行将从五
个方面做好下一阶段工作。

全 力 服 务 国 家 粮 食 安
全。在确保粮棉油收储资金
供应的基础上，加强对粮食
全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持，加
强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
地保护、盐碱地综合利用、
种业振兴、关键装备、农业
科技等基础领域的支持，全
力服务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全力服务农业现代化。
大力支持农业冷链物流设施
补短板，积极支持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建设，择优支持县
域特色产业、富民产业，探

索支持新型农业主体和农业前沿新业态。
全力服务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案例经验，大力支
持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建
设，加力提速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海南自贸港
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

全力服务绿色发展。持续加大对清洁能
源、国土绿化行动、森林草原湿地生态保护修
复、美丽乡村建设以及长江大保护、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

着力提升服务水平。优化拓展农业政策性
金融服务，进一步让利于农，积极发展普惠金
融，着力推进供应链金融，线上线下联动支持
小微企业发展。同时，持之以恒抓好支农资金
筹集，全面加强风险防控，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农发行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

﹃
三农

﹄
重点领域持续加大信贷投放

新华社西安 7 月 16 日电 （记
者 张斌 邵瑞） 历经十余年建设，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引汉济渭
工程 16 日成功实现先期通水。从
长江最大支流汉江引来的江水，
穿 过 近 百 公 里 的 秦 岭 输 水 隧 洞
后，最终将补给黄河最大支流渭
河，从而实现长江和黄河在关中
大地握手。

地处西北的陕西水资源总量
长期不足且时空分布不均。陕西
省水利厅统计数据显示，陕西省
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全国总量
的 1.48％，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并且全
省 71％ 的 水 资 源 分 布 在 陕 南 地
区，缺水成为制约关中和陕北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瓶颈”。
为改变这一状况，经国家有

关部门批复，2011 年底引汉济渭
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这一重大工
程由调水工程 （一期工程） 和输
配 水 工 程 （二 期 工 程 和 三 期 工
程） 组成，总投资约516亿元，目
前一期工程已基本完工，二期工
程部分完工。

“这一工程统筹陕西三大区
域，解渴陕北、滋润关中、带动陕
南，具有深远意义。”陕西省水利厅
厅长郑维国说，调蓄丰水期的汉江
水发电、供水，带动陕南绿色产业
发展；汉江水进入关中后，可有效
补给关中城市群用水、减少当地地
下水开采；通过水权置换等，还将

为陕北争取黄河干流取水指标，为
陕北国家能源化工基地建设提供
用水保障。

调水线同样也是“科技线”。
据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
公司、中铁十七局等设计施工单
位介绍，这项工程破解了诸多重
大 技 术 难 题 ， 甚 至 是 世 界 性 难
题，它是人类首次从底部横穿秦
岭山脉，将长江流域的汉江水调
入黄河流域的一项伟大壮举。

据悉，工程全部建成投用后，
将解决西安、咸阳、渭南、杨凌等关
中地区城市的生活与工业用水需
求，受水区域总面积 1.4 万平方公
里，受益人口 1411 万人，新增 500
万人口规模的城市用水。

引汉济渭先期通水 长江黄河关中握手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记者 魏

玉坤）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夏粮产量稳中略减，仍处于较高
水平，实现了丰收。全国夏粮产量
14613 万吨（2923 亿斤），比上年减少
127.4万吨 （25.5亿斤），下降0.9％。

夏粮播种面积持续增加。2023 年
全 国 夏 粮 播 种 面 积 26609 千 公 顷

（39913 万亩），比上年增加 78.5 千公
顷 （117.8 万亩），增长 0.3％，连续 3
年实现增长。

夏粮单产小幅下降。2023 年全国
夏粮单产5491.8公斤／公顷 （366.1公
斤／亩），比上年减少 64.3 公斤／公
顷 （4.3公斤／亩），下降1.2％。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表
示，夏粮单产下降主要是受河南等地

严重“烂场雨”天气影响。夏粮播种
以来，主产区光热充足，大部时段农
田墒情良好，农业气象灾害影响偏
轻，病虫害防控及时有效，前期条件
总体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
成。但 5 月下旬北方麦区出现大范围
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雨量大、影
响范围广，导致灌浆期小麦光照不
足，千粒重下降。此外，西南地区冬
春连旱，云南、贵州等地夏粮单产有
所下降。

“ 夏 粮 是 全 年 粮 食 生 产 的 第 一
季，夏粮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
定了坚实基础，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
贵荣说。

今年全国夏粮实现丰收
总产量达2923亿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