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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新国 际

6月25日至27日，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五届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
论坛”）将在海滨城市辽宁大连举办。当夏日海滨邂逅冰雪小镇，从达沃斯到大
连，人们的目光一次次聚焦在中国身上，聆听着中国的响亮声音。

新华社记者 连漪 摄

6月22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演员在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中表演。
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精彩亮相伊斯坦布尔

夏日海滨邂逅冰雪小镇
达 沃 斯 唱 响 中 国 音

6月21日，中国教育部与法国高等教育和科研部在法国巴黎共同举办首届
中法教育发展论坛。中国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左六）与法国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部
长勒塔约（右七）共同出席论坛并致辞。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首届中法教育发展论坛在巴黎举办

6月21日，演员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表演芭蕾《叙事曲》。
中国中央芭蕾舞团6月21日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上演

著名华裔编舞家吴诸珊的芭蕾作品《叙事曲》。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近期，南方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
多地发生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北方部分地区旱情
发展迅速。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防汛抗旱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扎实做好防汛
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
定”。

汛情旱情严峻，应对责任如山。
连日来，相关地方和有关部门坚

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灾，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各项防
汛抗旱救灾措施。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最大限度降
低灾害损失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全力应对
灾情，千方百计搜救失联被困人员，妥
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各地各部
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争分夺秒应对汛情旱情，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
定。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福建、广东、
湖南、江西、广西、浙江等省级红十字
会分析研判灾情态势，指导灾区各级
红十字会全力应对灾情。

根据福建、江西两省灾情和救灾
需求，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紧急调
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冲锋衣等救灾
物资8500余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
作。

6月15日至16日，强降雨导致广
东梅州市多镇村发生洪涝灾害、山体
滑坡，人员受困。救援人员争分夺秒，
与时间赛跑，在灾区蹚出一条条“生命
线”。

6月17日以来，广东省应急航空
救援中心出动多架救援直升机执行梅
州市平远县、蕉岭县应急航空救援任
务，至 6 月 21 日 11 时，累计向灾区运
送专业救援人员1251人次，运送发电
机、食品、饮用水、医疗设备等应急救
援物资约69吨。

江西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
地区出现山体滑坡、人员被困等情
况。江西公安部门闻“汛”而动，紧急
疏散群众、转移被困车辆、及时救援处
置，最大限度降低汛情给群众造成的
损失。

福建龙岩市、南平市、三明市等地
不同程度受灾。人民子弟兵迎难而
上。截至21日16时，福建省军区共出
动兵力1500余人、装备近200台次，累
计救助、转移群众 2100 余人，抢通溜
方、塌方、拥堵路段上百处，清理倒塌
树木路障100余处，疏通道路80余公
里。

安徽省黄山市遭遇罕见强降雨，
导致市内多地发生洪水和内涝。20
日起，当地以党员干部为主体的 900
多支应急抢险队伍已在一线开展防汛
抢险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和财产
安全。

针对干旱严重、气温攀升、持续时
间长等情况，国网青岛市黄岛区供电
公司全面加强电网负荷运行监视、分
析预测，优化水库等重点客户供电方
案，保证水利设施用电稳定运行。同
时针对辖区内2座低洼变电站和1座
沿河变电站及铁路等重要客户编制

“一站一方案”，确保事故处置时快速
响应，全力保障防汛抗旱期间地区电
力稳定供应。

应对南涝北旱严峻形势 全力做
好监测预警

湖南，持续性暴雨大暴雨天气突
降，常德市桃源县夷望溪镇21日8时
至22日8时降雨量达到395.6毫米，突
破当地历史极值，常德全市启动防汛
四级应急响应；

安徽黄山歙县，暴雨导致河道水
位快速上涨，渔梁站点水位最高时达
118.46米，超保证水位2.96米，防汛应
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河南，5月以来高温少雨，局部旱
情较为严重；

……
近期，我国南涝北旱特征明显，防

汛抗旱形势严峻。根据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灾害监测预警，排查风险隐
患”的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充分认
识到汛情旱情的严峻性、复杂性、紧迫
性，紧急响应，强化分析研判，全力应
对灾情。

目前，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
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
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
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将针对广西的
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

随着强降雨持续，贵州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 22 日将省级防汛四级应急
响应提升至三级。

广东省水利厅、福建省水利厅加
强大中型水库防洪调度，在确保水库
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拦蓄洪水，督促
指导沿河地方加强巡堤查险，及时转
移低洼地区群众。

6月21日，受高空槽和低涡切变
影响，我国南方降水区域扩大。据气
象部门预计，贵州、湖北、湖南等地于
21日夜间至23日进入强降水最强时
段。中央气象台22日18时发布暴雨
橙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舒楠表
示，这次强降雨天气呈现强度强、范围
大、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局地出现极端
降雨的风险加大。

国家防总办公室 21 日继续组织
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
商，视频调度 10 省份，进一步分析研
判雨情汛情发展态势，细化安排防汛
抗旱具体措施。

根据会商结果，近期我国主雨带
北抬，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旱涝急转。
未来 10 天黄淮南部、江汉江淮、江南
北部和贵州、云南等地降雨增多，南海
有热带系统发展，局地降雨具有极端
性，发生洪涝、地质灾害等风险高。

水利部22日召开会商会议，部署
长江中下游、华南、东北地区防汛和山
西、陕西等地抗旱工作。水利部黄河
水利委员会连续7次加大小浪底水库
下泄流量，全力支援相关省份抗旱工
作。

压实责任加强统筹 扎实做好防
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
形势日趋严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和有
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底线
思维，压实责任、加强统筹，扎实做好
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舀水刷地、擦洗桌椅……桂林市
东江小学师生提着水桶、拿着扫把在
教室门口忙前忙后。“我们还要进行消
杀工作，预计下周一可以恢复正常教
学。”校长伍有松说。

洪水消退后，天空放晴。21 日，
广西桂林水文中心解除洪水蓝色预
警。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的140多
名官兵分散在各个受灾点进行清淤工
作。在桂林市东江小学，40多名武警
官兵正在帮助学校清淤，周边的家长
和学生也自发投入到学校的清理工作
中。

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抢险救灾刻
不容缓。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抗
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进行流域
骨干水库群联合调度，调度上游棉花
滩水库有效拦洪削峰，中游高陂等水
库及时预泄腾库，全力减轻下游防洪
压力。

防汛抗旱，必须要坚持关口前移，
打赢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

公安部近日作出部署，要求紧密
结合本地防汛形势特点，进一步细化
应急方案预案，完善工作措施，加强力
量准备，确保闻令即动；要全面排查整
治安全隐患，紧盯重点部位等。

教育部先后就校园安全、学校防
灾减灾救灾工作发出通知，统筹部署
校园安全及防汛减灾各项工作，要求
通过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排查，不
断细化强化防汛抗旱各项举措，筑牢
师生生命安全防线。

交通运输部将做好恶劣天气防范
应对，加强与气象、公安、水利、自然资
源等部门信息共享，建立恶劣天气预
警预报协同联动机制。

国家文物局要求，督促可能受灾
的市县文物部门和文博单位抓紧落实
应急预案，重点排查古桥、古城墙、木
结构建筑、石窟寺、土遗址等易受灾害
影响的不可移动文物……

应对旱情，水利、应急、农业农村
等部门应急联动，正采取多种措施，统
筹水资源调度管理，全力做好抗旱保
夏播工作。

农业农村部要求有关地区持续加
强旱情、墒情、苗情调度，全力以赴做
好抗旱保夏播保夏管。水利部调度黄
河流域小浪底、万家寨、刘家峡等控制
性水利工程和引江济淮等重大引调水
工程，确保调度的流量、水量满足旱区
抗旱需求。

此时此刻，长江中下游等地的强
降雨天气仍在持续发展，预计23日至
24日贵州、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
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
雨；部分省份旱情仍在延续……形势
不容丝毫懈怠。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通力协作做
好各项工作，有力有效应对各类突发
事件，一定能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应对灾情
——各地各部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抗旱救灾措施

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北京6月23日电（记者 冉永平 丁
怡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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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我国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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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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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亿吨原油可供千万级大型城市人口使用约 20
年，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满
足人民生活需要具有重要作用。

图为绥中36-1油田中心处理平台夜景。
中国海油供图

我国最大海上自营油田
累产原油突破 1 亿吨

新华社成都6月23日电（记者 李
恒 董瑞丰 董小红）悠悠民生，健康为
大。新时代的医改“考卷”徐徐展开。

聚焦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的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4年重点
工作任务》，2024 全国深化医改经验
推广会暨中国卫生发展会议6月22日
至2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

自我国启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以来，医改为14亿多人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健康获得感：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覆盖城乡，居民
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

医改一小步，民生一大步。今年
的医改重点工作任务有什么不一样？

医保、医疗、医药密不可分，改革
时尤需同向发力。促进“三医”协同发
展和治理，是当前深化医改的重要内

容。2024 年重点工作任务明确提出
要探索建立医保、医疗、医药统一高效
的政策协同、信息联通、监管联动机
制。

“医改是接力赛”。国家卫生健康
委体制改革司一级巡视员朱洪彪介
绍，今年的医改重点工作任务更加注
重因地制宜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

“看病难”方面，主要抓进一步完
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落实分级诊疗
制度等工作——

让群众健康更有“医”靠，完善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至关重要。

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加强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组织二、三
级医院通过人员下沉、远程医疗、培
训、巡回医疗等方式提高基层能力，有
序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设置建设，深化紧密型医疗联合

体改革，提升卫生健康人才能力……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2024年重点工
作任务精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问
题清单”促“问题清零”。

“看病贵”方面，着力以医药集采
“降价不降质”为突破口——

医改推动、医保主导。2024年重
点工作任务明确，推进药品和医用耗
材集中带量采购提质扩面，加强集采
中选药品和医用耗材质量监管。

这意味着，医药集采将进一步扩
围，集采中选产品始终坚守“降价不降
质”的初心，让老百姓持续受益。

一项项惠民生、暖民心举措“正在
路上”：预计到2024年底，各地国家和
省级集采药品将累计达到 500 个；指
导内蒙古、浙江、四川等3个试点省份
开展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全省（区）
试点，指导唐山、苏州、厦门、赣州、乐

山等5个试点城市进一步探索建立医
疗服务价格新机制……

“看病便利度”方面，推进数字化
赋能医改，把“数”用好——

推动健康医疗领域公共数据资源
开发利用，推进医疗服务事项“掌上
办”“网上办”，整合医疗医药数据要素
资源，围绕创新药等重点领域建设成
果转化交易服务平台……持续增强群
众“看病获得感”，让医疗服务尽显“科
技范儿”！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说，
总的来看，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更加
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更加突出系
统集成、协同联动，更加突出创新突
破、落地见效。未来还将加强医改监
测，及时总结推广地方经验做法，推动
全国医改工作再上新台阶。

目标清则方向明，方向明则步履
坚。2024 年深化医改的“路线图”已
明晰，只要朝着构建更加优质高效的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方向“再出发”，不
断为健康中国建设夯实民生之基，就
一定能切实做好医改惠民这篇大文
章。

“医改是接力赛”，看2024年深化医改“新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