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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昌
7月 9日电中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王
晨 7 月 6 日至 8
日率全国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组
在江西进行长江
保 护 法 执 法 检
查。他强调，坚持
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长江
保护的重要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全面实
施长江保护法，
落实法律规定、
履行法定职责，
持续推进各项污
染防治工作，奋
力打好长江保护
修复攻坚战。
　　江西省平均
每年向长江提供
约 15.5% 的水
量，是长江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点省份。在赣
期间，检查组听
取了江西省法律
实施情况汇报，
先后赴赣江南昌
段和长江九江段
检查岸线整治、
生态修复、非法
码 头 清 理 等 工
作，在湖口县石
钟山长江与鄱阳
湖交汇处检查联
合执法、禁捕退
捕和打击非法采
砂等情况。城市
垃圾填埋对周边
生态影响巨大，
与长江流域水环
境 质 量 密 切 相
关。检查组来到

南昌市麦园垃圾填埋场，实地查看填埋库区封场、渗滤
液处理情况和就地建设的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经过综合
整治，南昌城市生活垃圾已经全量焚烧处置、实现“零填
埋”。检查组还到九江市两河地下污水处理厂和中石化
九江分公司，分别检查了城市污水、工业废水处理情况。
　　王晨指出，江西省坚决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战略要求，依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
推进全流域保护修复，变化大、举措实、重制度，为构筑
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屏障作出了积极贡献。
　　王晨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
生历史性、转折性变化。各有关方面加强法律实施，推
动长江大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进展。
同时要看到，长江流域污染排放基数较大，有的地区和
行业污染问题仍然存在，法律实施中也存在规定不够
衔接、配套不够完备等问题，要抓紧协调解决。希望江
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坚持精准治
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严格执法，下大力气预防、控
制和减少水环境污染。要建立健全流域协调机制，统筹
推进生态环境修复，依法严厉打击破坏自然资源、污染
流域环境、损害生态系统的违法行为，实现天蓝地绿、
水净山青，让长江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中国国家博物
馆创建 110 周年座谈会 7 月 9 日在京举行，
会上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博物馆老专
家的回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
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习近平总书记
的回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国家博物馆的亲
切关怀、对文博事业的殷切期望。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博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文化自信，努
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和国家
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
　　黄坤明强调，国家博物馆 110 年的历史，
是传承文明薪火、赓续精神血脉、彰显文化自信
的历史，是见证民族振兴、国家强盛、文明重光

的历史。站在新的起点上，国家博物馆要坚
持守正创新，担当文化使命，用心用力做好
收藏、研究、展示、对外交流等各方面工作，聚
力构建彰显民族发展历程、记录民族复兴伟
业的历史长廊，建设展现中华文明永恒魅力
和时代价值的文化殿堂，培植激励人民坚定
信心、团结奋斗的精神家园，打造引领文博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行业标杆和人才高地，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作出新贡献。
　　座谈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中宣
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北京市相
关单位负责同志和代表，国家博物馆老领
导老专家及在职人员代表等近 100 人参
加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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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 110 周年座谈会举行
黄坤明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 7月 9日电 9 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暨全国法院文化
建设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要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大力
弘扬以忠诚为民、崇法尚德、公正廉洁、刚正不阿、改革
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人民法院文化，推动人民法
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周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坚
持党对法院文化建设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恪守司法良知，坚持守
正创新，切实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大力弘扬新时代人
民法院文化，为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价值引
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促进司法为民、公正
司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周强：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

推动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七
月
九
日
在
国
家
速
滑
馆
一
名
参
观
者
拍
摄
游
客
进
行
滑

冰
体
验
 

 
 

 
 

 
 

 
 

 
 

 

新
华
社
记
者
鞠
焕
宗
摄

　　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记者张骁、夏
子麟）9 日，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场馆国家速滑
馆“冰丝带”首次向公众开放。期盼已久的各
路滑冰爱好者，终于能亲身体验一把冬奥“最
快的冰”。
　　当天上午 8 点，距离“冰丝带”正式开业
还有一小时，游客已排出两列长队。
  来自北京什刹海速滑俱乐部的金明今年
69 岁，酷爱滑冰，“冬奥会后一直盼着开放，可
算等到这一天，心情特别激动”。
　　北京冬奥会上，“冰丝带”里诞生了多项
奥运纪录和一项世界纪录，被业界誉为“最快

的冰”。在当天入场的游客心目中，“最快的
冰”牢牢占据“C 位”。据统计，仅上午入场的
游客中就有近 1000 人上冰体验，下午热度
依然不减。
　　退役运动员王国栋是一位滑冰教练，体
验后他认为，“冰丝带”相较加拿大卡尔加里
等世界顶级速滑场地毫不逊色，在冰面平整
度等方面更胜一筹，“最快的冰”名副其实。
　　“这里有奥林匹克标志，高悬着五星红
旗，还有冬奥健儿的签名墙。小朋友们不仅能
练滑冰，也在感受一种爱国情怀。”王国栋说。
　　“冰丝带”的开放，标志着这座北京冬奥会

唯一新建冰上项目竞赛场馆就此开启长期
持续利用的新篇章。这一天，对参与场馆规
划建设、赛时保障和开业筹备全过程的武晓
南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作为北京国家速滑
馆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对于“冰丝带”的
长期发展规划，武晓南告诉记者，场馆在赛
后运营中会坚持为大众服务，也将不断引入
高水平竞技赛事，持续带动大众对冰雪运动
的热情。场馆还将彰显“国际性”：“冰丝带”
已成为国际滑联卓越中心，随着高水平运动
员进场训练、滑冰培训课件在国内落地，有
望进一步推动冰雪运动水平的提升。

“冰丝带”首次向公众开放，滑冰爱好者体验“最快的冰”

湖南：精准防汛减灾，他们这样拦洪削峰
　　新华社长沙7月 9日电（记者周楠）7 日
零时，湖南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的水库
调度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墙上的大屏幕闪
烁着雨情、水情、水库下泄流量等相关实时数
据。前方水文站的值守人员打来电话，告知湘
江 2022 年第 3 号洪水平稳过境、洪水过程结
束，值班的中心副主任常世名长舒了一口气。
　　受今年第 3 号台风“暹芭”影响，湘江的涔
天河水库、资江的柘溪水库等多座大型水库近
日迎来洪水。通过调度，涔天河水库拦蓄洪量
1.1 亿立方米，降低下游洪峰水位 1.8 米，削峰
率达 70.3% ；柘溪水库拦蓄洪量 4.4 亿立方
米，降低下游水位约 3 米，削峰率达 64.7%，避
免了下游出现超警戒水位。常世名说：“水库调
度是防汛减灾最关键、最有力的举措之一，通

过拦洪削峰，能有效降低下游的致灾风险。”
　　不过，如何拦洪削峰，对调度人员的能
力、经验，以及调度体系的技术支撑，都是一
个重大考验。湖南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
党委副书记卢晓明是一名有 20 年调度经验
的专家，他说：“调度人员必须始终保持如履
薄冰的责任感，时刻关注水库运行情况，第一
时间掌握气象、水文预报信息，熟悉水库工程
特性和上下游情况。”
　　实现水库科学调度，需要强大的技术支
撑，要有气象部门对降雨落区和降雨等级的
精准预报，以及水文部门对洪峰和洪量等的
精准预测。“调度人员结合经验，用好这些关
键信息，才能做出科学的调度决策。”卢晓明
告诉记者。

　　半个多月前，湘江上游遭暴雨袭击，欧
阳海水库发生今年以来最大入库洪峰，入
库流量在 8 小时内由 400 立方米/秒涨至
1700 立方米/秒，加之上游仍在持续强降
雨，水库调度形势一度严峻。
　　“短时极端强降雨导致水位猛涨，如
按常规操作，出库流量控制在 2000 立方
米/秒，会有 0.6 亿立方米的超额洪水不
能及时排出，危及大坝和库区安全。如果
下泄流量加得太大，下游衡阳等地大量人
口需要立即转移，很多农田会被淹。”回忆
当时的场景，调度值班员潘洋洋说。
　　当时，下游河道安全泄洪量只剩 100
立方米/秒的空间，按常规操作，闸门每抬
升 1 米，下泄流量会增加 145 立方米/秒。

6 月 22 日晨，调度团队紧急会商，判断洪
水流量会低于预测值，于是将闸门再抬升
0.7 米泄洪，极限使用安全调度空间，精准

“切分”超额洪水。
　　当晚 22 时，正是这一“切分”让洪峰
平稳过境，水库上下游总体平安。湖南省水
利厅厅长罗毅君说：“每次科学调度的背
后，是调度人员的严谨、专业、魄力。”
　　今年以来，湖南频受暴雨袭击，先后发
生 9 次强降雨洪水过程，全省各级水利部
门累计调度大中型水库 290 余次，尤其通
过调度五强溪、欧阳海等大型水库 94 次，
在洪水来临前累计腾库 37.6 亿立方米，拦
蓄洪水总量近 70 亿立方米，取得了明显
的防汛减灾效果。

  ▲ 7 月 9 日，游人乘坐竹筏漂流游览九曲溪。福
建武夷山迎来暑期旅游热，游客络绎不绝。    
           新华社发（邱汝泉摄）

武夷山迎来暑期旅游热

（上接 1版）

干支流保护治理协同推进

　　黄河河南段的生态之变得益于黄河大
保护、大治理理念的成功实践。2019 年 9
月 18 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在郑州召开以来，河南持续对乱堆、
乱占、乱采、乱建等“四乱”问题进行集中清
理整治，流域生态面貌为之一新。
　 在治乱的同时，河南统筹推进黄河生
态廊道建设，廊道两侧绿意盎然，花木葱
茏，鸟鸣阵阵。
　　落日斜照，暑气初降。下班后，张飞总
喜欢带着家人到开封市黑岗口黄河险工观
测台附近的大堤上游玩散步。
　　张飞今年 40 岁，是开封黄河工程开
发有限公司副经理，22 岁时从部队退伍投
身治黄事业，见证了黄河多年来的生态
变迁。
　　“以前部分河段乱哄哄的，餐饮、捕鱼、
抽（挖）沙取土都有，河里有快艇，岸上有车
辆，一刮风尘土飞扬，现在大不一样了。”张
飞手指奔腾的黄河自豪地说，现在不仅黄
河水质好了，连两岸都建成生态廊道，处处
都是风景。
　 在沿黄各地市的不懈努力下，黄河河
南段干流右岸生态廊道已基本贯通，左岸
已贯通 489 公里，累计完成绿化 11.27 万
亩，为黄河披上了一条“绿飘带”。
　　黄河水质稳中向好，离不开沿黄各地
对流域内的同步治理。
　　 2019 年以来，河南认真落实“干支
流”同步治理的理念，对重点河流实施“一
河一策”整治，持续推进入河排污口、黑臭
水体、工业废水、城乡污水等综合治理。
　　来自河南省生态环境厅的数据显示，
经过治理，河南省辖黄河流域 35 个国考
断面中，按考核因子平均浓度计，Ⅰ至Ⅲ类
水质断面 30 个，占 88.2% ，无劣Ⅴ类水质
断面。

上下游携手大保护、大治理

　　当前，河南、山东等沿黄省份正深入贯
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的各项部署，坚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生态理念，积极与上下游省份联动，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据了解，河南目前已完成与黄河流域
陕西、山西、山东等省《跨省流域突发水污
染事件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署工作，正探
索与上下游、左右岸的山西、陕西两省签订
黄河流域省际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在河南、山东两省建立实施黄河流域省
际横向补偿机制的同时，为促进省内流域环
境的联动保护和协同治理，调动流域上下游
协同治污的积极性，山东省拓展运用黄河流
域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在省内县际
建立了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2021 年 9 月，山东 301 个跨县界断
面全部签订横向补偿协议，在全国率先实
现县际流域横向补偿全覆盖。截至今年 5
月底，各县（市、区）共兑现 2021 年第四季
度补偿资金 3.24 亿元。
　　山东省财政厅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山
东省将继续加强与河南省沟通交流，修订完
善协议内容，逐步扩大补偿范围，更加突出
改善成效，做好两省补偿协议续签工作，持
续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拉萨电（记者白少波、吕秋平）喜
马拉雅山脉蜿蜒 2400 多公里，雪峰连绵，巍
然耸立。然而，崇山峻岭也牢牢困住了生活在
这里的人们。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加快推进边
境小康村建设，喜马拉雅深山里一个个偏远
闭塞的乡村焕然一新。
　　日前，记者驱车探访西藏日喀则市定日
县绒辖乡陈塘村，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深入
喜马拉雅山脉中段。一处四面环山的台地便
是陈塘村所在地，村民告诉记者，20 多年前，
从定日县城到这里走路要几天时间，如今开
车只需要 3 个小时左右。
　　夏日的陈塘村风景如画，村外山巅白云
缭绕，村内牛铃叮当。一排排藏式装修风格的
二层楼房错落有致，村内水泥路铺到每家每
户门口。
　　绒辖乡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绒辖藏
语意思为“深沟”，毗邻尼泊尔，陈塘村是该乡

下辖的行政村。
以前，由于交通
不便，定日县很
多人都没听说过

深山里的绒辖，群众住的是破旧的石头房，光
线差，不保暖。
　　 2015 年 4 月，受尼泊尔地震波及，绒辖
成为重灾区，西藏自治区随即启动灾后重建
和边境小康村建设。
　　 7 年过去，这里面貌一新：路通了，手机
信号通了，宽带网也通了，“致富路”宽了。陈
塘村村委会主任达瓦扎西介绍，近几年越来
越多的外地人自驾来这里，一睹绒辖沟秀美
的风景。当地村民已经开了一家民宿和五六
家甜茶馆，吃上了“旅游饭”。
　　陈塘村村民赤列在拉萨一家咖啡店打工
9 年之后，去年回家乡开了一家藏餐馆，受到
本地以及外地顾客的欢迎。菜品有藏餐、川
菜，还有尼泊尔餐。
　　“现在边疆建设得越来越漂亮，来观光旅
游的多了。”赤列说，目前餐馆每月毛收入已
达 1 万元。

　　沿着喜马拉雅山往东，是位于西藏山
南市洛扎县拉郊乡的杰罗布村。这里水、
电、路、讯、网应有尽有，村民住上宽敞明亮
温暖的房子，蔬菜大棚里更是四季常青。
　　村民索朗群培说，10 年前，在这里放
牧没电、没信号，大雪封山大半年，“现在再
也不怕与外界失联了”。
　　“云雾缭绕似仙境，扎日风光世难寻。”
近年来，山南市隆子县扎日乡全力推进边
境小康村建设，各族群众住上了新房，昔日
偏僻的边境山乡，成为秀美的“边疆明珠”。
　　扎日乡洛瓦村除了鳞次栉比的藏式

“山居别墅”，还有民族手工艺加工厂。据介
绍，当地山上长满竹子，乡党委、政府因地
制宜鼓励群众开办竹器加工厂，生产竹篓
竹筐，引导群众致富。
　　陈塘村、杰罗布村、洛瓦村是我国喜马
拉雅深山边境小康村建设的缩影。近年来，
西藏自治区加强边境地区建设，采取特殊
支持政策，帮助边境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
件。截至 2021 年底，西藏 624 个边境小康
村全部建成，边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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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边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