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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防汛抗旱

面对旱涝严峻形势，各地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举措，
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利
工程，做好水害防御。持续加强旱情、墒情、苗情调度，确保
夏播作物种足种满。

——多措并举抗旱保苗。面对持续发展的旱情，不少
地方积极抢抓降雨机会，用好水利设施，全力以赴帮助群众
抗旱抢种，保障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安徽濉溪县鑫荣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东志今
年种了约200亩玉米，截至20日，播种已经全部完成。“我们
这是高标准农田，播种需要的水源得到了解决。”对于播种
质量，张东志信心满满，“尽管苗期较往年晚一些，但苗期过
后提前追肥并加大力度就没问题。”

——做好受灾群众的救援安置。保障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是当前防汛工作的第一任务，各地精心做好受灾群众
的紧急救援、转移安置、生活保障、医疗救治、情绪安抚等
工作。

在江西吉安县万福镇麻陂村，村民张招仔说，洪水冲走
了一些生活物资，现在既要清理家中的淤泥，还要为农作物
清淤，“根本忙不过来，还好有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搭把手”。
吉安县“吉先锋”志愿者为一些困难群众送去了生活物资，
帮助村民打扫卫生，同时对村庄公共环境进行消毒杀菌。

——加快灾后重建。受灾地区要加快抢通道路、恢复通
信、修复被洪水冲毁的农业基础设施，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4万多亩稻田不同程度被淹。趁
着天气转好，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迅速组织开展灾后水稻病
虫害防控工作。

“早稻处于抽穗扬花期，再生稻处在孕穗期，容易被病
害入侵。”建阳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温良英说，建阳区启
动灾后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在
全区开展灾后水稻病虫害防控，力争将受灾损失降到最低。

中国气象局于23日升级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
应急响应。预计长江中下游地区将处于降雨集中期，持续
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

严防旱涝急转，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地
质灾害，成为多地防汛抗旱的重点工作。安徽省防汛部门
负责同志表示，当前安徽正值梅雨季，主雨带南北摆动，还
需严阵以待做好旱涝急转防御和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引导
群众大旱过后防大涝。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全力应对灾情 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防汛抗旱救灾一线探访

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日趋严峻。同时，局地旱情持续，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旱涝急转。各地正全力打好防汛抗旱硬仗。
全力应对灾情，当地有哪些举措？受灾地情况怎样？群众生产生活如何保障？新华社多路记者在防汛抗旱一线进行探访。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梅州多地遭遇罕
见洪涝灾害。记者在梅州走访，当地洪水已逐
步退去，各方救援人员正在排查处置风险隐患，
展开环境消杀，抢通水、电、道路，清淤除障。

在平远县仁居镇一处安置点，70余名被
转移人员被临时安置于此。村民韦华介绍，她
带着两个女儿暂住安置点已有6天，早中晚三
餐都由酒店提供，还有矿泉水、面包、方便面等
物资。

贵州6月22日多地遭遇暴雨袭击，道路
被淹，群众被困，当地多方救援力量紧急转移
洪水围困群众，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
日，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省级防汛Ⅳ级应
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在贵州安顺市西秀区，城区出现内涝险
情，消防员沿着被淹区域利用皮划艇和梯子搭
建救援桥实施营救；普定县低洼地段人员被
困、车辆被淹，公路、房屋、农作物等不同程度
受灾，救援人员涉水深入村寨、内涝严重路段，
采取背负的方式将受困群众疏散到安全地带。

16日以来，湖南出现持续性暴雨大暴雨
天气，沅陵县五强溪镇、桃源县夷望溪镇等地
的短时降雨量创下当地有相关记录以来的历
史极值。

22日中午，记者抵达受灾较重的五强溪
镇，只见山洪过后，村道上堆积了不少淤泥和
杂物。在蒋家溪村一处救灾现场，来自隔壁官
庄镇的镇政府干部周德清正在指挥铲车清除
路面淤积物。周德清告诉记者，由于道路出现
中断，五强溪镇救援力量难以到达蒋家溪村，
官庄镇紧急派出2台挖机、2台铲车，组织人员
赶来救援。

22日下午，记者在桃源县佘家坪镇前山
桥村看到，全村共有12处道路出现小型滑坡
和塌方，村里的罗汉果、油茶、黄精等农作物受
灾比较严重。前山桥村党总支书记燕品优介
绍，在党员带领下，多位村民投入到抗灾抢险
中，清理塌方滑坡体，开展生产自救。

来自国家防总等部门的消息显示，眼下华北、黄淮旱情有所缓
解，旱情主要集中在河北、山东等地。

针对持续高温，河北省邱县紧急调度区域内60台卷盘式喷灌
机，利用机井取水，对缺水地块进行浇灌。“这个机器出水很快。”邱
县北大街村村民王自芳说，看着自家15亩农田基本浇透，心里感觉
踏实了。

记者了解到，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会同供电公司建立农电联动
机制，全天24小时监控机井、线路等运行状态，部署应急发电车，确
保不因停电或设备故障影响灌溉。对夏种墒情不足的地区，会同
水利部门做好应急引水、调水、提水、送水等工作，并利用大功率水
泵、移动浇灌设备等抗旱物资储备，增加抗旱水源，提高出苗质量。

记者在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马扎子引黄灌区看到，源源不断
的黄河水在这里过堤进田。“马扎子引黄闸前不久刚完成升级改
造，这次抗旱正好派上用场了。”高青县水利局农业节水灌溉服务
中心主任马继泉说。

6月21日的降雨，使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当地旱情有一定程度
缓解。郓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以发说，对于尚未播种的地
块，仍需采取喷灌、滴灌等措施，改善土壤墒情，才能确保出苗整齐。

目前，山东各级已累计投入抗旱资金4.14亿元，启用机电井
23.95万眼、泵站2856处、机动抗旱设备50.43万套、机动运水车辆
7500辆，全力保障城乡供水和夏种用水需求。

华北、黄淮旱情有所缓解。
在山西运城市芮城县华岳村，夏播的玉米已经抽出了新叶。

“我今年种了有80亩玉米，浇了40来亩，再有一两天就能全部浇
完。我们这边用上了大禹渡灌区的黄河水，玉米才没有受影响。”
华岳村村民党百成说。

在大禹渡灌区的数字孪生指挥调度室，整个灌区的用水收费、
电子计量、闸口流量等情况便一一呈现在了大屏幕上。数字孪生
技术的应用使大禹渡灌区实现对干渠节制闸的精准调控。

22日10时，河南省防指决定解除抗旱四级应急响应。过去一
周河南省出现两轮明显降雨天气，全省大部旱情缓解。

河南唐河县是全国产粮大县。面对持续旱情，全县组织开展
造墒播种和抗旱保苗，成立6个专项指导组、75名农业技术人员深
入一线，推广应用微喷灌、滴灌、水肥一体化等技术，目前，已圆满
完成250万亩秋作物播种任务。

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6月22日，河南省累计夏
播面积8890万亩，占预计面积的98.7%。今年河南省秋粮播种面
积继续稳定在7600万亩以上。

高温不断、暴雨如注，夏天的天
气往往格外剧烈。气候变化背景下，
极端天气也更加频繁。

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
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涝重于旱，
东部季风区降水总体偏多，区域性和
阶段性洪涝灾害明显，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偏多，局地发生极端性强降水的
可能性较大。

极端天气频发，我们应该如何保
护好自己？

看懂暴雨预警信号
谨慎安排出行

我国暴雨预警信号分为蓝、黄、
橙、红四级。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
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
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
持续；发布红色预警，则表示3小时内
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

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但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复杂多

样，同样在夏季出现的50毫米降雨，
给沿海地区带来的是清凉，但给西北
地区就可能带来灾害。各地气象部
门遵循属地化原则，结合本地气象灾
害特点，发布本地预警信号，因此公
众需要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
的预警信息。

那收到预警信号应该怎么办？
气象灾害预警大致可以分成两种情
况。蓝色、黄色预警信号为“提前警
告”——虽然目前还比较平静，但危
险可能就在眼前，此时不能掉以轻
心。比如遇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
应该考虑是否取消出行计划，随时关
注天气变化。

橙色、红色预警信号一般都是在
恶劣天气“进行时”发出的警告——恶
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会进一步
升级。遇到橙、红两色预警信号，则应

非必要不外出，尽量留在安全地带。

强对流多发
针对三个层级做应对

白天突然变黑夜，大风冰雹齐上
阵。春夏季尤其是午后时段，是强对
流天气高发期。尤其是今年以来，强
对流过程比较剧烈，致多地不同程度
受灾。

强对流可能带来雷电、冰雹、暴
雨、大风等一种或多种天气过程。专
家介绍，在各类降雨的云中，强对流
的积雨云由于空气垂直运动强烈，能
形成更密集的大雨滴，且密集大雨滴
对光线的削弱还会导致“黑昼”现象。

强对流影响快、强度强、致灾
性强，发生时经常让大家感到猝不
及防。

专家提醒，公众关注强对流天气
时，可针对三个不同层级做相应准

备。在气象部门发出可能性预报阶
段，可增加对天气预报的关注力度和
频次；发出预警后，应考虑减少出门、
加固基础设施等；当强对流天气已经
来临，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躲在
坚固的建筑物内。

高温频繁
避免中暑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近年我
国高温天气呈首发日期提前、发生频
次增加、累计日数增多、影响范围变
广、综合强度增强的特点。今年我国
高温天气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
6月主要是华北、黄淮等地高温日数
多、强度强，预计盛夏（7月至8月）则
主要在江南、华南等地。

高温天气会增加人们中暑的风
险，严重时可能导致热射病。夏季外
出尽量选择早晨，避免在中午高温时

段出行。出行要采取必要防护措施，
如打遮阳伞、涂抹防晒霜等，并带上
充足的水和防暑药品。

若发生中暑，要立即让病人脱离
高温高湿环境，进行降温补水。专家
提醒，大量酒精擦浴、掐人中等降暑

“土办法”并不可行，处理不当反而会
加重病情。一旦中暑患者出现神志
不清、昏迷等情况，需将其尽快送至
医疗机构就诊。

高温天气还容易导致火灾事故
发生，公众在使用电气设备过程中要
注意通风、散热，防止因元器件受潮
腐蚀或温度过高引发火灾；相关企业
要加强对易燃易爆危险品储罐、仓
库、露天存放场所安全管理，采取降
温等针对性措施，防止因长期高温、
压力升高导致储罐、管道等破裂泄漏
引发爆炸着火等事故。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记者
黄垚）

极端天气下，如何保护好自己

我国最大海上自营油田
累产原油突破1亿吨

新华社天津6月23日电 （记者戴小河 梁
姊）中国海油23日发布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自营
油田——绥中36-1油田累计生产原油突破1亿
吨，成为我国第一个生产原油超亿吨的海上油田。

绥中36-1油田位于渤海湾北部，于1993年
投产，高峰年产原油超500万吨，累计探明石油地
质储量超3亿吨。该油田目前拥有24座海上平
台、545口油水井，日产原油超8900吨，是我国第
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的主力油田。

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副总经理张春生介绍，
累计生产1亿吨原油对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经济
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具有重要作用。

新华社酒泉6月23日电（记者宋晨）6月23
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重复使用运载
火箭首次10公里级垂直起降飞行试验，试验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这是目前国内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最大规模的垂直起降飞行试验，也是国内自主研
制的深度变推液氧甲烷发动机在10公里级返回
飞行中的首次应用，为2025年如期实现4米级重
复使用运载火箭首飞奠定了技术基础。

该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抓总研制。
此次飞行试验采用了3.8米直径箭体，配置三台70
吨级液氧甲烷发动机和全尺寸着陆缓冲系统。火
箭通过起飞上升、变推下降实现定点垂直软着陆，
全面验证了3.8米直径箭体的垂直起降构型、大承
载着陆缓冲技术、大推力强变推可复用动力技术、
返回着陆的高精度导航制导控制技术等。

大承载着陆缓冲系统实现了国内首次“飞行
锁定、空中展开、触地吸能”技术验证。大推力强
变推可复用动力系统首次成功验证了多机并联深
度变推液氧甲烷发动机与运载火箭总体的匹配
性。返回着陆控制系统具备全程自主在线规划和
自适应干扰补偿能力，实现了强干扰下“双零状
态”（高度、速度同时接近为零）的定点软着陆，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当前，许多国家都在发展重复使用运载火
箭。垂直起降回收是在火箭原有外形上进行改
进，增加了栅格舵、返回控制系统、着陆缓冲系统
等，使火箭一子级得以重复利用，进一步提升火箭
运载效率，降低人类进出太空的经济成本。

此次飞行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运载
火箭研制取得了重要突破。后续将在此基础上，
加快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制工作，持续提升航天
运输系统综合性能，拓展便利进出空间能力，加速
实现我国运载火箭升级换代，推动航天强国建设。

图为吊装现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供图）

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首次10公里级垂直起降
飞行试验圆满完成

我国科研团队揭示
家蚕W染色体完整基因组序列

新华社重庆6月23日电（记者周思宇）记者
从西南大学获悉，该校代方银教授团队通过研究
首次获得家蚕W染色体完整基因组序列，揭示了
鳞翅目昆虫W染色体起源与进化的新机制。该
研究成果在基因组与进化生物学领域具有重要理
论意义，并为家蚕分子育种带来新前景，已于近日
发表于《科学》（Science）杂志子刊《科学进展》。

据介绍，动物界性染色体的组成呈现丰富的
多样性。在哺乳动物中，雄性的性染色体组成通
常为XY，雌性则为XX，性别由Y染色体上的关
键基因决定。而鸟类具有ZW染色体系统，雄性
为ZZ，雌性为ZW。在昆虫中，性染色体组成以
XX/XY系统为主。但鳞翅目昆虫与其他大部分
昆虫不同，其性染色体以ZZ/ZW系统为主。

因此，关于鳞翅目昆虫W染色体的起源和进
化受到进化生物学家的长期关注。近20年来，家
蚕性别决定分子机制研究一直是热点问题，但家
蚕性别决定机制仍未被清晰解析，这与家蚕W染
色体序列信息的缺乏有关。

论文第一作者、西南大学资源昆虫高效养殖
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副教授韩民锦介绍，团队
应用二代短读长、三代长读长和Hi-C测序技术
组装，获得家蚕雌性个体的染色体级别基因组，并
开发了鉴定富含重复序列W染色体的工具，获得
了长度约10.1Mb的家蚕W染色体序列。研究发
现，家蚕W染色体包含雌性性别决定因子Fem
拷贝137个、蛋白编码基因76个，这些信息对解
析家蚕性别决定机制以及基于W染色体的分子
育种具有重要价值。

研究还通过比较21个鳞翅目昆虫和3个毛
翅目昆虫基因组，揭示鳞翅目昆虫W染色体通过
多种机制独立产生，并提出了鳞翅目W染色体形
成的新机制——单个Z染色体转换，对理解鳞翅
目昆虫W染色体的起源与进化提供了新的见解。

“我认为家蚕W染色体完整基因组序列的发
现，对鳞翅目昆虫的研究来说非常有用，尤其是在
新鉴定的基因和重复序列注释方面，也对家蚕研
究大有裨益。”《科学进展》审稿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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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广东总队梅州支队官兵在平远县体育场转运受伤群众。 本专栏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湖南省沅陵县五强溪镇当地政府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清淤作业。

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官兵在桂林市秀峰区九岗岭小区用冲
锋舟转移受困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