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综合新闻 2024年6月21日 星期五

编辑：张萌 窦悦恒 校对：毕思宇 刘爽 新闻热线：01084395091 E-mail：zbs2250@263.net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西街15号 邮政编码：100029 电话：（010）84395001 传真：（010）85832154 新闻热线：（010）84395139 每份：1.35元 月价：35.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登字20170186号 广告部电话：（010）84395213或84395219 广告总代理：农民日报（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小营支行 账号：11-042601040011350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农优品牌 振兴先锋
广告

武汉农博会展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芦晓春）近日，北京市休闲农业推介活动
走进门头沟区，会上发布了门头沟区乡村
振兴区域品牌“诗画乡村”。该区域品牌
立足于门头沟的生态山水和乡土文化资
源优势，把恢复重建与“诗画乡村”建设结
合起来，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打
造“山水村居如画、和美生活如诗”的“诗
画乡村”。

“诗画乡村”区域品牌是门头沟区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落实北京市新一
轮“百千工程”的具体行动，旨在探索走出一
条生态文化融合、文旅产业牵引的特色乡村
振兴之路，实现老区发展面貌的大幅度改
善，让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据悉，门头沟区将以“美丽庭院”选树
为契机，引导广大群众以庭院“小美”助乡
村“大美”；将持续优化区域生态环境，整
治人居环境，全面提升承载能力，打造山

水墨韵、景村相融、村在画中的乡村特色
风貌“扮靓外表”；将持续挖掘乡土文化资
源，凝练文化特质，营造诗情画意、文脉相
承、以文化人的乡村文化意象提升“涵养
气质”；将做强文旅产业、深化农村改革，
强化党建引领、凝聚工作合力，加大干部
培育、汇聚人才力量不断“激发活力”。

为激发乡村人才助力“诗画乡村”建
设的动能，门头沟区发布了“乡投共创”计
划和27项优质资产项目，将挖掘、吸引、培
育一批具有农业产业规划能力、对接市场
能力、财务运作和产品营销能力并能有效
管理农业资产、具有乡村领导力的“新主
体”，不断探索山区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
新路径和新模式。为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门头沟区与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
研究院、腾讯公司共同发起“乡村CEO”联
合培养行动，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
支撑，带动乡村振兴整体发展。

北京门头沟发布“诗画乡村”区域品牌

关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砾星 李红波

连日来，受强降水云系影响，广东省梅
州市多地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市
有 17 个站点录得超 250 毫米大暴雨，其中，
平远县泗水镇 24 小时降水达 369.3 毫米。
叠加江西、福建上游等邻近省市降雨量大
的影响，防汛形势严峻。6 月 19 日 11 时，梅
州市防汛应急响应再次提升至Ⅰ级。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灾情发生后，
各方力量闻“汛”而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洪
和抢险救灾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泗水镇大新村受灾严重，从 16 日 18 时
起，完全与外界失联。当天 17 时许，村委
会副主任黄桂庆发现水漫过了公路路面，
于是他立即挨家挨户敲门，让村民撤离到
地势相对较高的村委会。20 时 30 分，村里
低洼处水位上涨高达 3 米。

大新村有 4 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 80
多人，主要为留守老人。在村干部的带领
下，村民几度迁移，安全度过了大新村成为

“孤岛”的首夜。
“失联”牵动人心。17 日 10 时许，第一

批救援人员乘直升机到达大新村，16 时，村
里的救援人员已有 30 多人。“因为道路损
坏，我们只能沿着盘山公路徒步向大新村前
进，凌晨 4 点出发，下午 4 点到达村里，全程
用了 12 个小时。”梅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
员周桢武一行 7 人来不及休息，马上投入
救援。

“大新村的乡亲们，因暴雨致通信中
断，省三防办紧急调派无人机搭载运营商
应急通信基站抵达你村上空，可暂时恢复
移动公网通信。请尽快报告情况、联系家
人！”移动“空中”基站在当地 200 米空中环
绕飞行，保障半径 3 公里范围内的信号畅
通。17 日上午，大新村的乡亲们重新与外
界取得联系。

截至 18 日 11 时，全市 164634 人受灾，
累计转移群众 67035 人，倒塌房屋 1436 间，
公路受损 390 公里，通信线路受损 55.1 千
米，电力线路受损 184.75 千米。梅州市共
投入 200 支队伍、9000 余人，全力开展救
援救灾救治工作。截至 18 日 17 时，11 万
受影响用户恢复正常供电；19 日上午，通
往泗水镇的道路抢通；受灾地区通信恢复
正常……

目前，梅州当地洪水已逐步退去，救援抢险等工作仍
在进行。各地按照“不漏一处、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原则，
根据雨情、水情等变化，及时采取果断措施，提前把沿河、
低洼地段等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出去；尽快抢通被困失联
地区的救援通道，集中力量修复受损的电力、交通等基础
设施，及时恢复通信联络；迅速开展涉险区域拉网式排查，
重点加强削坡建房、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点的防御，高度
警惕并做好泥石流、塌方等次生灾害防范工作。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
为进一步做好农业防汛抗旱、为粮食生产提供更
优质的供电保障，6 月 19 日，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河北省电力公司联合发布《抗高温干旱保夏灌用
电十项措施的通知》，就抗高温干旱保夏灌用电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强化农电联动高效协同。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与供电公司建立农电联动机制，及时沟通会
商、分析研判旱情趋势和影响，针对性做好抗旱
保电措施。对接县、乡（镇），对影响农业生产用
电的各类问题，各方协同推动解决。

加强夏灌用电远程守护。各级电力负荷管
理中心 24 小时监控机井、配变、线路等设备运行
状态，重点关注昼夜浇地区域农排供电设施，及
时预警设备停电、重过载、参量异常等信息，支撑
快速精准处置异常。在农田机井数量不足区域，
协助村委会组织农户有序灌溉。

做好快速应急供电准备。及时关注天气变
化及干旱预警情况，结合农排电力设备体量和故
障实时监测情况，合理部署应急发电车（机），优
化跨区域支援调配机制，抗旱期发生停电且难以
快速恢复时，及时启动应急发电保障，千方百计
保苗保灌溉。

提升故障抢修效率。根据灌溉区域分布优

化部署电力抢修布点，提前备足应急配变、跌落、
表计、购电卡等备品备件，做好抢修人员、物资及
车辆准备，按照“先复电、后抢修”原则处理排灌
供电设施故障。依托供电服务指挥系统，快速下
发主动抢修工单，提高故障处置效率。

保障供电质量。在旱情缓解前，原则上不安
排抗旱相关设备停电检修，对发现的设备缺陷优
先利用不停电作业方式进行消缺，对确需停电治
理的隐患最大程度缩短停电时间。对无功损耗
和三相不平衡引起的配变重过载、机井低电压等
问题，灵活应用移动式就地平衡装置等技术手段
快速解决。

加强抗旱供电设备运维。通过红外测温、局
放检测等技术手段，及时发现、消除供电产权侧
抗旱设备运行隐患。及时了解异地调水、开抗旱
井、承担旱作雨养项目经同级政府批准后应急开
井等抗旱用电需求，提前做好新建线路前期准备
及已停运线路检修维护，及时响应电力需求。

保障新建机井快捷接电。建立抗旱灌溉绿
色办电通道，提供“扫码办、刷脸办、一证办”等便
捷办电渠道，机井用电、打井临时用电现场办、优
先办、快速办。合理就近增加农田灌溉、抽水用
电电源接入点，协助村民做好抽水机、临时抽水、
夜间抗旱照明等电力线路安装维护。

河北部署抗高温干旱保夏灌用电

6月20日，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唐模村，潜口派出所民警在转移群众。自6月19日入梅以来，
黄山市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地及时采取水库泄洪、道路抢险、转移安置人员等举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新华社发

福建：下沉干部超109524人次 打赢防汛救灾硬仗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6月9日

以来，福建省持续遭受强降雨侵袭，部分地区发生严重
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统计，9
日至19日，福建持续强降雨，共有41个县（市、区）308个
乡镇超过250毫米，其中20个县（市、区）120个乡镇超过
400毫米，13个县（市、区）66个乡镇超过500毫米。

本轮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暴雨落
区集中、致灾风险高。强降雨已造成福建6个设区市40
个县（市、区）507 个乡镇 58.65 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
37.19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68.22亿元。福建各级各有
关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
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多次召开会商调度会，连
线重点地区。18 日，召开防汛救灾工作视频会议，强
调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更高标准、更严要
求、更实举措抓好各项工作，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在受灾地区，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抗灾救灾，
全省累计下沉干部超 109524 人次，累计转移群众超
71404人次。

福建省气象台及时启动“一过程一策”、“1262”气象
防汛联防机制，与中央、浙江、广东省气象台联合会商，
各工作组协同做好灾害防御工作。截至 19 日 10 时，共
发布预警信息和风险消息 21742 条、预警短信 1201 万
条，12379预警电话通知基层防汛责任人2871人次。

福建水利系统通过科学研判“早准备”、精准调度

“早落实”、靠前指导“早服务”，全力以赴做好持续性强
降雨防御工作。全省各类水库统一指挥、科学调度，提
前预泄、腾库迎峰，9日以来全省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
约 11.68 亿立方米。全省共发布洪水预警 234 期、山洪
灾害风险预警报告398期、山洪灾害红色预警289次、预
警短信90583条。

全省累计发生地质灾害灾情82起、险情506起。省
自然资源厅提前部署、科学研判、落细落实各项地质灾
害防御措施。全省地灾防治技术支撑队伍均入驻有关
市、县（区），截至 19日 17时，全省累计出动地质灾害技
术支撑队伍排查3112人次、群测群防巡查16万人次，巡
排查地灾隐患点 2.9万处次、高陡边坡 7.4万处次，转移
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3.4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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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杰）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
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高校毕
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提出 11 条稳就业政策举
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创业。

《通知》明确，合并实施一次性吸纳
就业补贴和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企
业招用符合条件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
生、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登记失业
青年的，可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延续
实施国有企业增人增资政策。对见习期
未满与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的，可给
予剩余期间见习补贴。政策均执行至
2025年 12月 31日。

实施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建
立先进制造业企业集群职称评审“绿色
通道”，打包办理支持企业吸纳就业和助
力人才发展系列政策。鼓励引导基层一
线就业，实施“三支一扶”计划，统筹推动
其他基层服务项目实施，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结合实际适当扩大招募规模。强化
创业支持，扩大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
业伤害保障试点，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
就业。

大规模组织招聘对接服务，开展公
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定向送资源、
送岗位、送服务。加密招聘频次，高校
毕业生集中的地市每周至少举办一次专
业性招聘、每月至少举办一次综合性招
聘。强化青年求职能力训练和学徒培
训，组织青年求职能力实训营。实施百
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支持企业、
政府投资项目、事业单位开展就业见
习，今明两年每年募集不少于 100 万个
就业见习岗位。

实施就业困难青年专项帮扶行动，强
化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帮扶，普遍提供
至少 1 次政策宣介、1 次职业指导、3 次岗
位推荐及 1 次培训或见习机会；强化困难
毕业生结对帮扶，量身制定帮扶计划，针
对性提供高质量岗位信息。

《通知》强调，办好高校毕业生就业一
件事，统筹就业与人才政策服务事项，推
进档案接收、补贴申领、社保缴纳、落户手
续等政策服务“一件事打包办”。指导各
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普遍设立青年
就业服务窗口，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提供一站式服务。此外，《通知》也对加强
人力资源市场监管，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
序提出要求。

三部门发布11条举措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俐）“标准是新质生产力的引擎。”日前，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在该市乡
村振兴劳务品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
简称“标委会”）揭牌成立仪式上表示，成
立标委会，构建劳务品牌标准化体系，实
行规范化、标准化劳务品牌培育，对提高
劳务品牌的质量和信誉，扩大劳务品牌就
业规模和产业容量，推动实现更加充分高
质量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2021 年 12 月，重庆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市农业农村委等19个部门
印发了《关于劳务品牌建设任务分工方案
的通知》，明确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牵头负责，市农业农村委（市乡村振兴
局）具体负责乡村振兴领域劳务品牌建设
工作。

目前，重庆已打造出巴渝大嫂、重
庆火锅师傅、万州烤鱼师傅、巴渝建工、
开州金厨、巫溪烤鱼工、云阳面工等 7

个乡村振兴劳务品牌，并发布了首批乡
村振兴劳务品牌地方标准，对劳务品牌
人员制定了等级划分、人员素质要求、
知识要求、技能要求等，以及等级评定
规范，今年又立项《重庆市劳务品牌建
设指南》《重庆市劳务品牌培训规范》

《重庆市劳务品牌认证规范》等基础性
标准，为重庆市劳务品牌建设提供了引
领和遵循。

“标委会的成立，为集中整合行业领
域专家人才搭建了平台，将助力重庆乡村
振兴领域劳务品牌标准建设。”重庆城市
管理职业学院校长、重庆市乡村振兴劳务
品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邓明国
介绍，今年标委会将组织专家摸清重庆乡
村振兴劳务品牌底数、分布领域、发展现
状、问题短板等情况，为品牌标准研制提
供参考依据，并开展10项乡村振兴劳务品
牌地方标准研制，帮助更多农户特别是脱
贫户提高务工收入。

重庆乡村振兴劳务品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