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mrdx新华网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209 邮发代号 1-19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通讯社出版

2020 年 7 月16 日 星期四 庚子年五月廿六 今日8 版 总第 10060 期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7 月 16 日
出版的第 14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的重要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文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
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
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
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

在、幸福所在。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
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
幸事。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
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全
国必须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丝毫不能动摇。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国社会主义政
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
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
党。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
文章指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
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必须
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
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

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
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
根本领导制度。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建
设、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方
面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彻
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

文章强调，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
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应对和战胜
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
党。我们要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使
我们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大、越来
越有战斗力。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最 本 质 的 特 征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记者姜
刚、陈尚营、陈诺、
刘方强)入汛以来，
多地发生严重洪涝
灾害。据监测，全国
有 2 7 个省区市
3873 万人次受灾。

灾害发生以
来，各地水、电、路
等受损基础设施恢
复得怎样了？受灾
群众的吃、住等基
本生活保障是否正
常？如何防止因灾
致贫返贫？带着这
些问题，记者深入
基 层 一 线 进 行
采访。

及时出动
力保设施快速恢复

受连续强降雨
影响，我国部分地
区遭遇严重洪涝灾
害，导致水、电、路
等基础设施损毁，
恢 复 情 况 备 受
关注。

“我们加紧恢
复生产，目前日供
水达到 5000 吨，全
镇饮用水供应已完
全恢复。”安徽省东
至县龙泉镇龙门自
来水厂厂长王永
奎说。

地处长江和鄱
阳湖中心地段的东
至县，接连迎来强
降雨，龙泉镇的集
镇街道受洪水淹没两天，这家镇里唯一
的自来水厂进水一度停产，超过两万人
饮水受到影响。

停水期间，当地镇村干部挨家挨
户送上瓶装饮用水，帮助群众渡过缺
水难关。水退之后，工作人员抓紧检修
设备，停水后第三天一大早，龙泉镇
“来水了”。

不仅供水，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也承
受较大压力。据中国移动湖北公司统计，
6 月 27 日至 7 月 14 日 12时，强降雨累
计造成湖北 6200 个基站停电、5027 个
基站退服、254 处光缆受损。湖北移动及
时调集通信保障队伍、车辆及装备物资
奔赴一线，累计抢通基站 4979 个，抢通
中断光缆 237 . 2 公里。

电力线路发生故障、道路桥梁因灾
损毁……面对洪涝灾害，各地应急救援
力量及时出动，确保城市正常运行。

7 月 7 日，安徽省歙县遭遇数十年
一遇的洪涝灾害，多处严重积水、道路受
阻，部分地区停电。应急、供电等部门人
员立即奋战在抢修一线。

“目前，城区交通、电力已基本恢
复。”歙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卫国说，灾
害发生后，该县共调配本地和其他区县
应急救援力量 18支 500 余人，抢修水毁
道路 81 处。

转移安置
做好基本生活保障

一手抓应急抢险，一手抓救灾安置。
受灾群众的吃、住等基本生活保障，是各
地防汛救灾工作的重点。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白茆镇黑沙
洲、天然洲等江心洲周边江水超出保证
水位。从 7 月 7 日上午开始，鸠江区迅速
组织江心洲群众撤离，至 7 月 8 日下午
5时，必须撤离的 1610 名群众全部安全
撤离，其中集中安置 402 人。六洲中学是
江心洲居民撤离后的主要安置点，当地
政府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们挨个房间发放
生活用品。

“床、被子、洗漱用品、蚊香都有。”
70 岁的黑沙洲居民艾全政告诉记者，他
和老伴、女儿一家三口于 7 月 7 日下午
住进安置点，感觉生活保障等很到位，
“吃住都很好，政府想得很细很周到。”

应安置尽安置，不让一个受灾群众

流离失所。
7 月 9 日早

上，江西省鄱阳县
桂湖村 500 多名村
民被紧急转移到小
学集中安置。为了
让村民能喝到热
水，工作人员临时
搭建开水房。鄱阳
镇党委委员、组织
委员兰穹飞负责安
置点村民的衣食住
行，协调志愿者一
起把盒饭送到村民
手里。

受洪水威胁，
桐城沿湖低洼区群
众需要转移安置，
近 20 所中小学校
成为临时安置点。

“灯亮了，吊扇
转了，谢谢你们。”
7 月 11 日，在安徽
省桐城市双港镇练
潭小学受灾群众安
置点，不少群众对
国网桐城市供电公
司为他们保电表示
感谢。

为做好抗洪救
灾和受灾群众安置
工作，7 月 13 日，
财政部、应急管理
部向江西、安徽、湖
北、湖南、重庆五省
（市）紧急拨付中央
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6 亿元。国家防办、
应急管理部会同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 13 日向江西省

紧急组织调拨 5000 床毛毯、5000 床
毛巾被、5000 张折叠床和 2000 顶
帐篷。

一人一策
防止因灾致贫返贫

面对灾情，各地采取一人一策等
举措，认真做好受灾困难群众帮扶救
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

7 月 11 日，记者见到安徽省东至
县洋湖镇迭山村贫困户彭良海时，他
正盘算着如何抢种木耳。几天前，一场
大水把他种植的木耳一冲而散。好在
专家上门，为贫困户恢复生产提供
帮扶。

洋湖镇科技特派员闻祥俊来到彭
良海的木耳培养棚里，指导他加大大
棚周边深沟排水，并教他撒石灰粉给
大棚消毒杀菌，“趁着天好，你们赶紧
抢时制袋、接种。”

“从头再来，还有机会。”彭良海对
灾后恢复生产充满信心。

“我们派出工作组，重点关注扶贫
产业项目和贫困群众受灾情况，组织
技术人员对受淹的老旧房屋和贫困户
房屋开展安全鉴定和防疫消杀。”东至
县委书记李明月说，当地开展交心、暖
心、宽心“三心”活动，安排 53 个扶贫
专班 164 人入户了解贫困群众受灾情
况，一人一策落实灾后帮扶措施，防止
因灾致贫返贫。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房屋倒
塌、农田损毁，给不少困难群众的生产
生活带来影响。

广西阳朔县阳朔镇帮扶干部对各
自帮扶对象受灾情况进行详细摸底，
一同开展生产、生活自救，帮助销售农
产品，减轻灾后损失，确保全面小康路
上贫困户不因洪灾影响而掉队。

紧急转移安置 180 多名群众，帮
助解决脱贫攻坚难题……安徽省枞阳
县横埠镇官塘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汤诚
最近格外忙。

7 月 14 日，正在查看到户扶贫项
目进展的汤诚说，该村一个产业扶贫
项目的西瓜销售遇阻，他和村干部开
展爱心帮扶，已帮销 2 万多斤，“防汛
和扶贫都要抓，一个都不能落下。”
（参与记者王贤、吴锺昊、卢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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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记者陈炜
伟）尽管今年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等多因
素影响，我国夏粮生产仍获丰收，产量创
历史新高。

国家统计局 15 日发布数据，2020
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14281 万吨（2856 亿
斤），比 2019 年增加 120 . 8 万吨（24 . 2
亿斤），增长 0 . 9% 。其中，小麦产量
13168 万吨（2634 亿斤），比 2019 年增
加 75 . 6 万吨（15 . 1 亿斤），增长 0 . 6%。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李锁强介
绍，2020 年夏粮播种面积略减，但单产
有所提高，全国夏粮生产再获丰收，产量
创历史新高。夏粮单产提高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是气候条件总体有利，小麦整
体长势良好；另一方面是田间管理加
强，后期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尽管
新冠肺炎疫情对小麦返青期间田间管
理、农资供应等产生一定影响，但后期
各地加强了农资调运和小麦田间管
理，总体看疫情对小麦生产未产生大
的影响。

“夏粮生产再获丰收，奠定了稳定
全年粮食生产的基础，为继续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增强了信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
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夯实了基础。”李
锁强说。

特殊之年夏粮产量创新高
增强了“六稳”“六保”的信心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刘新、黎
云、侯松松）7 月以来，我国多地出现持
续强降雨，长江、淮河流域，洞庭湖、鄱阳
湖、太湖等湖泊处于超警戒水位，多地遭
遇洪涝灾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
重威胁。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人民子弟
兵。截至 7 月 14 日，共有 2 . 9 万多名解
放军和武警官兵、5000 多名民兵战斗在
抗洪抢险一线。

全体官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奋战在抗洪抢险的最前沿，尽最大努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闻“汛”而动

江西告急！九江告急！鄱阳湖告急！
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

水位不断上涨。武警江西总队出动
1400 余名官兵火速驰援鄱阳湖，担负
起转移受灾群众，搜救失联人员，加固
泄洪堤坝等任务。12 日 7时，鄱阳湖鄱
阳镇昌江圩江家岭村堤坝出现渗水
群，总队 300 多名官兵轮流跳进深坑
排除险情。

与此同时，第 72 集团军某旅 1500
余名官兵，也赶到鄱阳县，加入加固堤
坝、封堵管涌的抗洪大军之中。

火箭军某部数百名官兵多路突进鄱
阳县后，来不及休整就分散到汛情最严重
的几处堤段，参与处置数十处管涌等堤坝
险情。在鄱阳县西河东联圩港头村，由于
现场无法使用工程机械，营长张刚带领
100多名官兵，全靠手挖肩扛筑起围堰。

正在野外驻训的第 71 集团军某旅
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紧急收拢部队，经
10 余小时近千里机动，2300 余名官兵
12 日 18 时前分别赶至九江市濂溪区、
都昌县、永修县等 10 个县（区）展开抢险
救援行动。

不仅在江西。在贵州省松桃县，甘龙
镇石板村因连日大雨发生山体滑坡，武
警铜仁支队官兵克服重重困难，进入危
险区域搜救被困群众。

在湖北省黄梅县，大河镇袁山村发
生山体滑坡，武警黄冈支队官兵赶赴现
场，抢救人员、转运群众物资。

在湖南安乡县，官垱镇胡家村堤段

出现多处管涌险情，县人武部政委李柏
带领 120 人的民兵分队星夜出发，6 个
小时封堵管涌 5 处、搭建围堤 8 处。

向险而行

管涌、漫坝、决堤，险情一次次袭来，
人民子弟兵一次次向险而行。

12 日 9时，江西南昌廿四联圩聂家
舍路段接连发生 4 处管涌，最大的一处
直径长达 15 米。

“危险！我上！”面对被洪水冲走的风
险，东部战区空军某部 50 名骨干跳入没

过胸口的水中，用血肉之躯封堵管涌点。
7 个小时连续奋战，一条 80 米长、1 . 5
米深的砂石圈在 50 名官兵的身后筑起。

强降雨致使湖北黄梅县考田河蔡
垸村段河堤出现一处 2 0 0 米长的决
口，空降兵某旅 1 0 0 0 余名官兵奔赴
决口河段封堵。整整一个昼夜，大堤
上灯火通明，官兵们筑起一道长 200
米、高 5 米的防洪堤，成功填堵决口。

“杨星圩水位已逼近临界值，快要漫
堤了。”东部战区海军某导航台附近的杨
星圩是一条“悬河”，水域超过千亩，河堤

下是落差近 6 米的居民区。
接到驻地安徽省宣城市沈村镇政

府通报后，官兵们赶到河堤，沿着上百
米的河道，就地填土垒沙袋，加固堤坝
险段，为排水泄洪争取了宝贵的 4 个
小时时间。

在鄱阳县江家岭村，一个排涝站
突发穿孔险情。跨区支援的上饶市信
州区人武部 120 名民兵及时赶到，采
用装填铁丝网、投放沙石袋等方法进
行封堵，连续奋战 9 个多小时，成功排
除险情。 (下转 8 版)

7 月 15 日，中国第 11 次北极科学考察队，乘
坐“雪龙 2”号极地科学考察船从上海出发，执行
科学考察任务。 新华社发

我国开展第 11 次北极科考
时下，“朱鹮故乡”陕西洋县 18 万亩水稻田像一

块块绿色地毯铺在大地上。掠过头顶的朱鹮和白
鹭，构成一道独特美景。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朱鹮之乡稻田美

新华社广州 7 月 15 日电(记者王攀、
周颖、黄垚、林远)提及珠三角，很多人的
印象是“世界工厂”、机器轰隆。然而，当下
的珠三角，与“硬核”制造业相辉映的，是
城市绿意盎然、文化活力四射的另一面。

在永庆坊，“微改造”让广州最完整
的骑楼建筑群得以保留并迎来生机，粤
剧曲艺、广彩、广绣等传统文化及民间工
艺在此再放异彩；在深圳茅洲河燕罗湿
地公园，居民龙舟竞渡、游客闲庭信
步……

一片旧街区见证老城市新活力，一
湾碧水显现新城市新生态。如今，珠三角
正在用最拼的闯劲、最快的步子，为居民
营造触手可及的幸福小康生活。

永庆坊：老旧街区在“微改

造”中“活”起来

永庆坊所在的荔湾区恩宁路曾是广
州市危旧房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一下大
雨就浸街，各种电线在空中如蛛网密布，
环境真的很差。”附近居民汤惠英回忆说。

是大刀阔斧推倒重建，还是精细化
“微改造”？永庆坊面临抉择。

“大拆大建最简单。推平旧建筑，建一

堆新的仿古建筑也就两三年的事，但历史
的积淀就全没了。”广州市荔湾区住建局
二级调研员江伟辉说，为了留住城市历史
风貌，永庆坊秉承修旧如旧的“微改造”理
念，在保留原来岭南建筑民居的肌理基础
上，引入现代元素，实现新旧融合。

2015 年，当地政府引入社会资本对
永庆坊进行“微改造”，保留街巷原有空
间和尺度，保持建筑原有外轮廓不变，对
建筑实施立面更新、结构加固。

“在改善公共环境的同时，我们还引
入文创、民宿等新业态，让沉寂的历史文
化街区真正‘活’起来。”江伟辉说。

如今，走进永庆坊，青砖瓦房、琉璃窗
下，粤剧曲艺、广彩、广绣等传统工艺与活
字印刷文创产品等相映成趣，游客络绎不
绝。岭南水乡的文化、市井气息再次回归。

重面子，更重里子。在对恩宁路片区
改造过程中，雨污分流、拆除违建、“三
线”下地等事关居民切身利益的民生举
措也一一落地。

眼下，以永庆坊为示范，广州的老旧
小区“微改造”正由试点带动全面，在恩宁
路、沙面、白云山更多片区推广。

茅洲河：告别黑臭，湿地公园

成“打卡点”

夏日的深圳，沿着茅洲河燕罗湿地公
园行走，两岸草木茂盛、河水清澈，连片的
浅滩湿地上，不时有白鹭飞过。

靓丽宜人的环境成果来之不易。
茅洲河干流全长 41 . 61 公里，流经

深圳、东莞两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
着城市化的发展，流域内工业企业、居住
人口爆发式增长，使得入河污染物大大
超过水环境容量。

茅洲河也成为珠三角污染最重的河
流之一。统计数据显示，4 年前，茅洲河
深圳流域日均污水产生总量超过百万
吨，河水水质为劣 V 类。

住在茅洲河附近的 73 岁深圳居民
黄耀棠说：“河水比墨水还黑，比石油还

稠。住在附近，多年不敢开窗。路过河
边，要捏着鼻子快快走过。”

2016 年，深圳打响治水提质攻坚
战，茅洲河成为整治重点。4 年来，深
圳累计投入 1200 亿元，统筹推进以茅
洲河等为代表的重污染河流治理，并
以此为牵引带动周边环境整体提升。

茅洲河治理需要精细活。宝安区燕
罗街道办党工委书记高峻说，街道将河
长职责划分为 7个板块，建立责任体系
制度。大家分工明确，河道垃圾谁处理、
偷排污水谁处理，责任一目了然。

深圳市宝安区洪桥头社区党委书
记洪伟江是洪桥头段河段长。他说，建
污水管网，工作人员要挨家挨户解释、
做工作，现在推行雨污分流，污水被收
集起来，河流也更干净了。昔日的黑臭
水已成为河清水美的新景点。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数据显示，以
茅洲河为代表，深圳 159 条黑臭水体
已全部实现不黑不臭。 (下转 7 版)

从永庆坊到湿地公园
珠三角探索城市建设的“民生新路”

抗抗洪洪抢抢险险：：水水不不退退，，子子弟弟兵兵不不退退

▲ 7 月 13 日，第 71 集团军某旅官兵在江西九江彭泽县芙蓉墩镇沿江大道东埂封堵管涌。 新华社发（方知摄）

洪涝之下民生保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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