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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 7 月 18 日
电（记者王晖余、罗江）椰林
掩映，黎风苗韵；青山落晖，
渔歌唱晚……漫步在海南岛
山间海边的一个个村庄，犹
如身处一幅幅动人的画卷。

海南全省约 80% 的土
地、6 0% 的户籍人口在农
村，“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统
筹推进脱贫攻坚、人居环境、
生态治理、产业振兴。一大批
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
丽乡村示范村，正在成为海
南新的“金名片”。

千村竞秀，各美其美

以前住“船型屋”，如今
还是住“船型屋”，差别却是
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走进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什进村，48 栋参照黎族传
统“船型屋”设计的小楼错落
有致，质朴自然的黄墙褐窗
上，“甘工鸟”图腾等黎族传
统文化符号平添乡情乡韵。

站在鲜花盛开的自家小
院里，村民黄红英特别感慨。
“槟榔木床石头灶，一根藤上
挂衣裳。”10 多年前从湖南
远嫁至此，来自农村的她，也
没见过如此贫困的景象。

“怕家里人担心，嫁过来
好久都没告诉他们这里的情

况。住进 120 平方米的两层小楼后，终于有了底气把娘家人接
过来看看。”黄红英腼腆地笑着说。

近年来，什进村整村推进改造，村民从船型茅草房“跨进”
船型小楼房，彻底告别“房破路窄、做饭烧柴、吃水靠抬、垃圾
乱摆”的苦涩生活。凭借优美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黎族民俗文
化，什进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

百花争艳百般姿，村村寨寨不同景。除了少数整村推进的
村庄，海南因地制宜，聚焦农民生产生活痛点“开药方”。小尺
度、融自然、留乡愁，一抹抹“点睛之笔”催化乡村之美。

走进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堑对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
田园牧歌如同世外桃源般。村委会副主任胡开君说，以前，这
些“山水”却让村民吃尽苦头。

汛期来临时，村里外出唯一的石板桥被淹，上学的娃娃、
干活的后生望河兴叹。有产妇临盆乘船渡河，没撑到对岸就生
了。随着 195 米的大桥贯通，乡村公路、生产便道铺就，“一桥
两路”让村民出入无虞。

出门水泥路，抬腿上客车。目前海南具备条件的 20278 个
自然村全部通硬化路，2560 个建制村全部通客车。

“农村建房不高过椰子树”“门前三包”写进村规民约。从
盼温饱到盼环保，走进小康的老乡自觉呵护海南生态底色。

可回收垃圾放在家等待统一回收；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垃
圾桶集中转运；有害垃圾送到村文化室的固定回收点……文
昌市湖淡村依靠党员带头，村民踊跃参与，率先在全省实现了
乡村垃圾分类。

前些年，看到村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外出创业的湖淡
村村民云天龙心急如焚。他和村两委一起商议，为村庄环境治
理出谋划策、筹措资金、实施垃圾分类。短短三四年，湖淡村摆
脱垃圾围村的困境，实现美丽“转身”。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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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何欣荣、胡洁菲

下一站，湖州。
今年以来，沪苏湖铁路的开工、商合杭高铁的全线通车，

使得地处长三角“地理中心”的浙江省湖州市，加快迈向一体
化发展的“舞台中心”。“重估湖州价值”，也成了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中的热门话题。

作为“两山”理念诞生地，湖州 15 日在上海举行首场城市
推介会，现场签约逾 500 亿元。把生态的“含绿量”转化为发展
的“含金量”，湖州正在书写美丽中国的生动注脚。

度假变投资 “生态美”是催化剂

两个飘逸的白色身影，现身绿涛万顷的竹林。电影《卧虎
藏龙》中的经典“竹海”打斗场景，曾是一代影迷心中的“白月
光”，而这一片段的拍摄地就是湖州安吉。

山环水绕、长风穿林，“浙北第一库”赋石水库和千年古镇
孝丰镇尽收眼底……作为“两山”理念的发源地，安吉是很多
都市人追求“诗与远方”的重要目的地。

安吉是一个缩影。在湖州，“绿水青山”不仅吸引了大量游
客，也带来了“金山银山”。15 日，在上海举行的城市推介会
上，湖州市委书记马晓晖分享了一个小故事：

2015 年，上海长峰集团董事长童锦泉在朋友的陪同下到
湖州旅游度假。在湖州的南太湖畔散步时，童锦泉很快被当地
的自然风光吸引。在深入考察一周以后，他决定在湖州投资
251 亿元，建设龙之梦大型旅游综合体。

目前，这个项目已完成总投资的 85%，全部建成后将拥
有 2 . 8万间客房、7 . 5万个演艺席位，预计每年接待游客量可
达 3000万人次，成为全国业态最齐全的旅游综合体之一。

“度假变投资”，这样的故事在湖州还有不少。古人说：“行
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换成现代人的阐释，湖州有
“三个三分之一”：上面三分之一是蓝天，中间三分之一是青
山，脚下三分之一是绿地。 （下转 4 版）

“含绿量”也要“含金量”

“度假地”也是“投资地”

“重估”湖州

7 月 18 日在古猗园拍摄的睡莲。近日，上海
古猗园举行的第八届荷花睡莲展，吸引许多游客
前来欣赏莲荷风姿。 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夏日莲韵
连日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迎来多次降雨，境内

广袤的草原经过雨水的滋润，焕发出勃勃生机。
新华社记者连振摄

雨后草原

新华社记者姜刚、陈诺、刘方强

雨，一直下！淮河发生 2020 年第 1 号洪水！
17 日 22时 48 分，千里淮河第一闸的王家坝闸外，淮河

干流王家坝站水位涨至 27 . 5 米，为今年首次达到警戒水位。
与此同时，长江干流仍全线超警。

作为地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的安徽省，防汛迎来“南北
同战”的关键时期。如何迎难而上？安置避险有何进展？记
者前往防汛一线进行采访。

急！淮河发生 2020 年第 1 号洪水

“雨下个不停！水位今年首次超警戒了！”正在淮河岸边
查看堤防有无险情和农田进水情况的阜南县王家坝镇党委书
记张涛神情严肃，淮河干流王家坝站迎来“大考”。

截至 18 日 6时，王家坝站水位涨至 27 . 74 米，超过警戒
水位 0 . 24 米。目前水位仍在上涨。18 日 6时，水利部淮河
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淮委）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由Ⅳ级
提升至Ⅲ级。

就在 17 日晚，淮委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请安徽省
等地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密切关注，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超过警戒水位后，我们立即启动防汛预案，镇村组织的
531 人已分批出发，按每公里 10 人到 20 人的规模日夜巡防
大堤。”张涛说。

“6 月以来，阜南累计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 1 倍以上。”
阜南县委书记崔黎说，“防汛形势严峻，我们全力做好迎战大
洪水准备。”

长江依旧“凶猛异常”。长江干流马鞍山站出现历史最高
水位，东至县两条河流发生超历史最高水位大洪水…… 17 日
18时，长江干流安徽段仍全线超警戒水位。

圩区内的群众 5 天前全撤了出去，望江县雷池乡的巩固
圩内依旧灯火通明，抢险人员用沙袋垒高圩堤，筑起白色的
“水上长城”。

这里位于长江北岸，“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典故即源于此
地，“我们守在这里，不让洪水越过雷池半步。”雷池乡党委书
记金目明说。

战！迎难而上打好硬仗

眼前的雷龙中，脸色黝黑，面容憔悴，望向水面的目光却
炯炯有神。他是桐城市孔城镇姜团圩东堤（南）指挥部指挥
长。在随时有溃破风险的大堤上，他已坚守超过 10 天，“3 . 5

公里的大堤，险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洪水不退，我们就不
退。”他声音沙哑地说。

入梅以来，安徽省先后出现 7 次强降水过程，全省平均降
水日数 25 . 4 天，为 1961 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多。
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人士介绍，当前江、河、湖泊全面
告急，巡查防守、险情抢护压力加大，救灾救助任务繁重。

这场“南北同战”的硬仗更是一场考量决心、信心的持
久战。

连日来，安徽省五级书记抓防汛，各级党政负责同志深入
一线，广泛发动干部群众，组织指挥抗洪抢险。各地组织抗洪
抢险人数最高峰时超过 13万人。

共青团安徽省委发出号召：各级团组织要带领广大团员
青年，组建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服务队，闻“汛”而动，逆水
而行。

在淮河中游南岸的寿县，近日完成张马淠堤尤台段、寿西
淮堤朱厂段险情应急处置工作。

“我们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列出问题清单，明确整改责任
人、整改责任和整改时限，立即整改到位。”寿县副县长李景
练说。

越是关键时刻，越要科学调度精准决策。（下转 2 版）

长江淮河“南北同战”：安徽怎么打两场硬仗

新华社南昌 7 月 18 日电（记者郭杰文）夜幕降临，洪棉雪
手持手电筒、木棍走在刚筑起不久的子堤上，不时用手中的木
棍戳打堤面，仔细查看有无渗漏情况。

46 岁的洪棉雪是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柳州村党
支部书记，已在江新洲北堤坚守了 10 多天。

“即使已经睡下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总想再去看一
遍。”洪棉雪说。

江新洲四面环水。“水位持续超警戒，江水几乎与北堤坝
顶持平。”洪棉雪说，大伙前期抢筑的子堤挡住了洪水漫溢，但
渗漏险情频发。

“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量的水。”洪棉雪说，抗洪抢险

中，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酿成大祸。
“不好了，这边子堤出现渗漏！”正在整理防汛物资的洪棉

雪听到报告，拿起铁锹就冲向渗漏点。
“快，你们运沙袋，我到水里堵。”话音未落，人就已经跳进

了齐膝深的水中，风高浪急，洪棉雪先用身体顶住渗漏点，接
过队员递来的沙袋迅速对渗漏点进行封堵，一口气垒筑了 13
个沙袋，才逐渐堵住渗漏。

完成渗漏点封堵的洪棉雪，脸上汗水夹着泥水，衣服早已
湿透，但这些都已顾不上。沿着责任堤坝再仔细巡查一遍，直
到确认所有渗漏点封堵安全后，洪棉雪才和队员们坐下休息
一会儿。

一起巡堤的队员说，自从驻守堤坝以来，洪棉雪就像一
颗钉子一样，把自己“钉”在了堤坝上。哪里有险情，哪里就
有他的身影。情况最紧急的一个晚上，洪棉雪带领队员处
置了 9 处子堤渗漏点，忙完一个通宵的他，双脚被水泡得起
皱发白。

由于长时间浑身湿透，洪棉雪一度感冒发烧、嗓子
嘶哑，但无论大伙怎么劝说，他就是不肯下堤。“我是一
名共产党员，又是村支书，洪水不退，我决不能退。”洪棉
雪说。

这几天，江新洲水位缓慢下降。“今天的水位比昨天降了
10 厘米，每降 1 厘米都是希望。”洪棉雪说。

把 自 己“钉”在 堤 坝 上 的 村 支 书

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近日，中共中央组织
部印发《关于在防汛救灾
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的通知》。全文
如下：

近期，长江、淮河等流
域，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
湖泊处于超警戒水位，重
庆、江西、安徽、湖北、湖南、
江苏、浙江、贵州等地发生
严重洪涝灾害，造成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
势十分严峻。为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
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现
就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受灾地区各级领
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
指挥。要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极端负责的精神，
恪尽职守、勇于担当，采取
得力措施，有效应对灾情，
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坚持以身
作则、身先士卒，到灾情最
严重、抢险最困难、群众最
需要的地方，加强现场指
导，解决实际问题。组织、
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
群众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
灾工作，妥善安置受灾群
众、保障基本生活；积极进
行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生
活秩序，坚决打赢防汛救
灾这场硬仗。受灾的贫困
地区要把防汛救灾与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结合起来，
与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结
合起来，全面排查受灾情
况，抓紧修复因灾受损基
础设施和房屋，认真做好
受灾困难群众帮扶救助，
防止因灾致贫返贫。

二、受灾地区基层党
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守土尽
责、奋力抗灾。要视灾情为
命令，把防汛救灾作为当前第一位的任务，发扬不怕疲劳、连
续作战的作风，团结带领群众筑牢战胜洪涝灾害的坚强战斗
堡垒。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组织党员群众严防死守，加强轮
流值班、监测预警、堤库巡查、应急处置等，及时排查化解各类
风险隐患。通过组建“党员突击队”、设立“党员责任堤”、开展
“党员联系户”等方式，组织党员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
沿，成为群众的主心骨和贴心人。推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
就地转化为防汛救灾队，组织机关党员、干部下沉防汛救灾一
线，以在危急关头、危险时刻的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广大群
众增强信心、战胜灾害、渡过难关。 （下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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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防汛形势十分严峻。面对滔滔洪水，一名名共产党
员冲锋在前，鲜艳的党旗高高飘扬在防汛救灾第一线。

大事难事见担当，危难时刻显本色。在防汛救灾中，各级
党委和政府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基层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
作用，主动担当、敢打头阵，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党的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防汛救灾的强大政
治优势，在抗洪抢险的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
凝聚起万众一心抗洪抢险的强大力量。

党旗引领，攻坚克难。从抗洪抢险，到抗震救灾；从抗击
非典，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

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挑战，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
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我们在
新的征程上不断开辟光明前景的根本保障。

党旗飘扬，誓言如山。当前，我国正进入“七下八上”防汛
关键期。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
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挺身而出、奋勇争先，到
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以
赴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团结带领广大群众众志成
城战洪魔，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记者胡锦武、闵尊涛）新华社南昌 7 月 18 日电

让党旗在防汛救灾第一线高高飘扬

▲ 7 月 18 日，在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香炉山社区，武警官兵在清理淤泥。
7 月 16 日，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五桥河遭遇洪水，河道两边多条街道不同程度被淹，致使上万名群众受灾。洪水退

去后，当地组织救援力量帮助受灾群众开展灾后清淤，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新华社记者黄伟摄

重庆万州：洪水过后清淤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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