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6月30日 星期一

编辑 马骏 美编 付文胜 校对 谷桂红 关注 7

□新华社记者

6月仲夏，万物丰茂。广袤
农田上，“三夏”生产进入关键阶
段；绿水青山间，低碳发展不断
绘就新图景；全力稳就业，政府、
企业与高校同频共振；高温“烤”
验下，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上
半年收官之月，各地各部门统筹
推进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举
措，推动经济社会沿着高质量发
展之路稳步前行。

观察之一：不负农时，
打好夏收攻坚战

6月 24日早上 7点，中央储
备粮滁州直属库有限公司天长
库区的门前已经有货车等待
售粮。

天长库区是今年首次启用
的新建粮库，库区负责人刘高
说：“6月23日起，这里正式收购
托市小麦，两天时间已经收了超
360吨。”

随着今年全国“三夏”小麦
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目前夏粮
收购正在抓紧推进。

夏粮丰收是全年粮食生产
关键一仗。6 月以来，全国“三
夏”工作高效推进。在安徽，6
月5日麦收就基本结束，较往年
提前 3 天；在山东德州，新型收
割机抢收小麦，将粮食损耗控制
在1%以内；在河南，大规模机收
从开始到结束历时 22 天，8500
多万亩小麦顺利完成收割，保持
了夏粮产量总体稳定……

“大胃王”联合收割机快速
行进，梯田稻麦收割机爬坡上
岭，北斗辅助装备精准作业……
今年“三夏”时节，各式各样农业

“黑科技”精彩呈现。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九成，冬
小麦大面积收获基本结束。

夏收紧锣密鼓，夏种、夏管
也同步推进。在河北邯郸，搭载
北斗导航系统的气吸式免耕智
能播种机让玉米种子精准入土；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马头镇旧
县村，小麦收完后田里抓紧开始
播种高粱，为秋季丰收打下坚实
基础……

【记者观察】从昔日“弯腰挥
镰”到如今“开机”收麦，夏收“黑
科技”映射“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落地生根，这既是农业
科技创新的生动注脚，更是打好
夏收攻坚战的坚实底气。

观察之二：绿意涌动，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夏日里，在重庆市丰都县名
山坝长江消落带，1200 多亩绿
油油的青草像一张巨大的绿色

“地毯”铺在长江边。
“通过播撒草种等人工干预

为辅、自然修复为主的方式，这
里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湿地生态
系统。”丰都县湿地保护管理中
心干部谭文伟说。

河流更洁净，空气更清新，
山川更壮美……今年6月5日世
界环境日当天发布的《2024 中
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用一组
组数据，展现了我国生态环境的
持续改善。

盛夏时节，宁夏中卫市沙
坡头区，工人们通过铺设麦草
方格、灌木种植等经典治沙模
式，在腾格里沙漠边缘筑起生
态屏障。

中卫市，以沙漠“锁定”为目
标，沿着黄河北岸，实施“光伏治
沙示范区”“农田林网标准区”等
工程，着力打造一条长约 153公

里、宽约 10至 38公里的固沙锁
边带。

6 月 17 日是世界防治荒漠
化与干旱日。如今，各地宜乔则
乔、宜草则草、宜灌则灌、宜沙则
沙，精准防沙治沙。数据显示，
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
现了自 2000 年以来连续 4 个调
查期“双缩减”。

绿色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引擎。6 月 23 日至 29 日，
我国迎来 2025年全国节能宣传
周。从绿色低碳出行到生活垃
圾减量，从“绿”电点亮生活到开
发节能建筑……各地生动展现
着我国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新
答卷。

【记者观察】从绿染长江畔
到绿进沙漠退，绿色发展理念日
益深入人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态图景在神州大地处处可
见。我们要抢抓机遇，在绿色低
碳转型中开辟发展新空间，增强
发展新动能。

观察之三：分类施策，
促匹配稳就业

6月中旬，在贵州六枝特区
2025年东西部劳务协作招聘会
上，39 岁的当地村民高强找到
了一份在广东的心仪工作。“这
家电子厂的月薪在 3500到 5000
元，等忙完孩子在老家的中考，
我就过去。”

“当地与广东中山建立劳
务协作站，构建从招聘到维权
的一站式服务网络。”六枝特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袁
瑞岍说。

就业是民生之本。各地各
部门多措并举，加大力度稳岗
位、优服务、促就业。针对农民
工特别是脱贫人口，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等部门召开脱贫人口
稳岗就业专题会议，印发专门
通知，兜准兜牢重点群体就业
底线。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进入关键冲刺期。在浙江绍兴
市上虞区 e 游小镇中绘（绍兴）
动画有限公司里，应届毕业生陈
孟婕，正按照客户要求绘制创意
动画。“通过产业学院班的实训，
我提前掌握了企业需要的技能，
一毕业就顺利入职。”陈孟婕高
兴地说。

“我们打破传统教学框架，
联合企业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将
产业需求融入教学大纲，让学业
与就业实现无缝对接。”浙江理
工大学科艺学院党委书记陈德
虎说。

6月以来，各地各部门持续
加力稳就业政策，积极拓展就业
空间，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湖北举办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
能考核暨就业联动招聘对接
会，为特种作业人才铺设从技
能考试到快速就业“直通车”；
广西高校举办就业双选会，满
足学生多样化就业需求；贵州
省总工会举办夏季线上专场招
聘活动，聚焦转岗待岗职工、残
疾职工等重点就业群体，进行
精准岗位推送……

【记者观察】抓好重点群体
就业工作，稳住就业“基本盘”。
高质量促进充分就业，关键在于
分类施策、精准推送，不断完善
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以优质服务
夯实民生之本。

观察之四：应对高温
“烤”验，防护保供撑起“遮
阳伞”

烈日炎炎，在成渝中线高铁

成都站改建工程施工现场，塔吊
林立、机械轰鸣，各个作业面有
序推进。中铁八局建筑公司工
会相关负责人说，公司采购了一
批矿泉水、绿豆汤、便携式风扇
等防暑降温物资送到各项目部，
并增设遮阳棚、配备冰饮站。

6月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持
续高温天气。在一些施工现场，
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用汗水推进
工程进度。与此同时，相关部门
和地区积极应对，为奋战在高温
一线的员工筑牢健康防线。

在天津宁河区中国民航大
学新校区二期的施工现场，塔吊
司机室里安装了空调，工地上搭
起了全天候供应的防暑饮品站；
南宁市总工会慰问团在南A中
心项目工地，为建筑工人送上防
暑降温慰问品……

6月以来，北京气温逐渐攀
升。在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的
调控大厅中，电力调控人员正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夏季电力调度
分析。为应对今夏保供稳供挑
战，国网北京电力对±500 千伏
延庆换流站等多个重点变电站
电力设施开展了“体检”，确保平
稳度过暑热用电高峰期。

面对高温挑战，各地各部门
保障力量快速响应。气象部门
拉响高温预警，及时发布气象信
息与防暑提示；电、气、水等城市
保障部门主动作为，确保城市平
稳运行；相关部门及时发布安全
生产提示，强调高温天气期间，
用人单位要严格执行高温天气
室外露天作业时间规定……

【记者观察】各地在应对高
温大考中，既要做好“防”的文
章，更要下足“备”的功夫。不仅
要守护好群众安康，也要为工农
业生产撑起“遮阳伞”。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新华社记者 魏弘毅

盛夏已至。站在黄河岸边
眺望，小浪底水利枢纽三孔排
沙洞打开，河水奔泻而出，为上
游腾出防洪库容。

据水利部预测，黄河流域
将于 7 月 1 日正式入汛。为应
对汛期，黄河 2025 年调水调沙
任务近日启动。记者了解到，
通过联合调度万家寨、三门峡、
小浪底等水利枢纽，各级水利
部门未雨绸缪，助力黄河汛期
安澜。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
协调，为流域防汛调度提出了特
殊要求。结合汛期调水调沙，是
治理黄河泥沙的“关键一招”。

“冲沙入海，维持中水河
槽 ，是 调 水 调 沙 重 要 任 务 之
一。”小浪底管理中心水量调度

处处长李鹏介绍，以小浪底水
利枢纽为龙头，汛前利用腾库
迎汛的有利时机，大流量冲刷
水库下游河道的泥沙，可明显
减少下游河床淤积。

同时，大流量下泄使得小
浪底水库水位快速降低。“当水
位降低到一定程度，上游万家
寨和三门峡水库相继按计划加
大下泄，冲刷水库淤积泥沙出
库，减少水库淤积，延长水库使
用年限。这样河道淤积和水库
淤积可以得到缓解。年复一
年，黄河泥沙得到有效治理。”
李鹏说。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
旱灾害防御局局长季利表示，
汛期将联合调度黄河中游小浪
底、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利枢
纽，让调水调沙“环环相扣”，通
过水库间的紧密配合，使上游

水库来水能有效冲刷泥沙。
“2002年以来，黄河流域已

累计实施 29 次调水调沙。”黄
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规划研究院副院长鲁俊说，
通过调水调沙，确保了黄河下
游河床不抬高，初步遏制了黄河
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

从古至今，治黄利民的理
念一脉相承，护河安澜的手段
日进日新。当前，黄河调水调
沙精准有序，离不开水利新质
生产力的支持。

在离小浪底水利枢纽不远
的西霞院水库，无人机缓缓升
空。巡航期间，无人机持续搜
寻混凝土破损、边坡长草、水面
漂浮物等潜在危险，将视频信
号实时传输至数字孪生小浪底
集控中心，确保调水调沙顺利
进行。

在数字孪生小浪底集控中
心，以大数据和算法为依托的
预警体系使调水调沙实现未雨
绸缪。中心不仅能汇集一线众
多监测设备的数据，还能对三
天内的上游来水来沙量、下泄
流量等关键数据进行模拟预
测，实现防汛“一屏统览”。

“作为黄河流域调水调沙
的关键枢纽，2024年汛期，小浪
底水利枢纽累计排沙量超过 1
亿吨。”李鹏介绍，以科技为依
托，日益智能化的决策支持体
系推动水库调度指令处理时间
从 30 分钟缩减至 5 分钟，工作
效率提升 84%。

汛期迫在眉睫。总体来
看，黄河流域防汛还存在不小
挑战。

水利部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以来，黄河流域降水较常年

偏少两成；今年 6 至 8 月，黄河
流域降水预计较常年偏多一
成，其中下游偏多两成至五成。

“黄河流域汛期易出现旱
涝急转，发生大洪水的概率较
大，局地可能出现极端降雨，防
汛形势复杂严峻。”季利说。

针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
全力保障黄河流域安然度汛。

“我们将密切监测天气变
化和雨水情发展过程，滚动开
展预测预报，及时发出预警信
息。同时强化干支流水库群联
合调度，综合利用‘拦、分、蓄、
滞、排’措施，强化调水调沙相关
举措，充分发挥水工程防灾减灾
作用，并抓好水库、淤地坝、中小
河流、山洪灾害等特殊部位灾害
防御。”这位负责人说。

（新华社郑州6月28日电）

万物竞发绘新景
——6月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观察

治河度汛两不误
——黄河流域调水调沙速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