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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日，受台风“杜苏芮”
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出现极端降雨过
程，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北京、河
北等地重大人员伤亡。

习近平要求，各地要全力搜救失联、
被困人员，做好受伤人员救治和遇难者
家属安抚工作，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
亡。要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修复交
通、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

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务必高
度重视、压实责任，强化监测预报预警，
加强巡查值守，紧盯防汛重点部位，落实
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强作出批示，要求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
利部等要全力指导帮助受灾地区搜救失
联、被困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各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加强监测
预警和巡查值守，落实落细各项防汛防台
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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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作出批示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为推动全军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帮助各级全面学习
掌握习近平强军思想，经中央军委批准，
军委政治工作部对 2019年出版的《习近平
强军思想学习纲要》进行修订，组织编写
了《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2023 年
版）》（以下简称《纲要（2023年版）》），日前
正式出版发行。

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
们党不懈探索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形成的宝
贵思想结晶，是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全
面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根本遵循和行动纲
领。《纲要（2023年版）》由绪论、主体部分、
结语组成，共14章、59节、150个条目，全面
系统阐述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大意义、科
学体系、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充分反映了

这一思想的最新发展，是深入持久扎实开
展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教育的基本教材。

中央军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认
真组织《纲要（2023 年版）》学习使用。各
级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切实用以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强大力
量。要深入抓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
彻，精心组织实施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统筹抓
好“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教育实
践活动，把《纲要（2023年版）》纳入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干部理论轮训、部队
思想政治教育和院校政治理论教学，坚持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多思多想、
学深悟透，全面学习领会这一思想的重大
意义、科学体系、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做
到整体把握、融会贯通。 （下转第二版）

经中央军委批准

《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印发全军

本报讯 当前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
重要时期，也是农业防汛抗旱的关键时
期。为应对极端天气复杂严峻、病虫害
多发重发态势，农业农村部把防灾减灾
夺秋粮丰收作为当前三农领域压倒性的
任务强力推进，启动下沉一线包省包片
奋战 100 天夺秋粮丰收行动，部领导包
保、派出 100 多名干部和 354 名专家分赴

27 个秋粮生产省份，深入一线精准指导
防灾减灾、单产提升、秋粮田管等重点任
务落实，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针对当前秋粮生产中存在的部分田
块大豆长势弱茎秆软、玉米中后期可能脱
肥、水稻“两迁”害虫防控压力大、玉米草
地贪夜蛾持续北上、大豆病虫害偏重发
生、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地块病虫草害

和除草剂药害点片出现、植保无人机施药
作业不规范等 7 方面突出问题，农业农村
部种植业管理司会同全国农技中心制定 7
项针对性强的技术指导意见，举办 3 期专
题技术培训班，开展 2-3次区域集中下沉
一线技术指导，强化水肥调控管理、构建
健壮群体，科学防控病虫、促进灌浆结实，
全力以赴夺取秋粮丰收。 龙新

农业农村部针对当前秋粮生产出台七项技术指导措施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芦晓春

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北京市自
7 月 29 日开始遭遇连续强降雨，西部、
西南部、南部迎来特大暴雨。京西门
头沟区在此次暴雨中受灾严重，全区
累计平均降雨达到 471.1 毫米，最大降
雨点位更达 723 毫米的雨量，是有气
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连续的极
端强降雨，致使全区河湖水位暴涨、多
处区域遭遇险情，并于 7 月 31 日诱发
山洪。目前，门头沟灾情如何？村民
生活处于怎样的状况？8 月 1 日下午，
记者驱车来到该区实地采访。

在门头沟城区，记者看到马路上
的积水已基本排干，路面上依然可以
看到洪水冲洗过的痕迹，在个别低洼

处的路面还存有积水，工人们正用抽
水车加紧处理。目前，城区交通已恢
复正常，道路清淤和设备抢修正有序
进行。

沿石担路一路北上，路的左侧便
是正在泄洪的永定河。河水浑浊、水
流湍急，河面上腾起白色水雾，河水已
涨满整个河道，河水冲击拍打着两岸，
卷着泥沙、树枝等杂物快速向下游流
去。岸边有的树木已被淹没倒下，还
有从上游冲下的垃圾堆积在岸边。

石担路是通向门头沟山区乡镇的
一条主干道，一路上不时可看到一辆
辆消防车、运输车、应急车、排水车等
疾驰而过。路上有的地方还满是淤
泥，路政工作人员一边在随时清淤，一
边指挥过往车辆有序通行。路上还能

看到被大风吹倒的电线杆，横卧在马
路中间等待清理。

据悉，此次暴雨中，妙峰山镇曾因
通讯全部中断受到外界广泛关注。记
者到达妙峰山镇政府发现，目前当地
已安置应急通信车，能够保障村民手
机基本通讯。

在镇政府门口，停着两辆临时供
水车，村民手提水桶，排着队在水车前
等着接水。“现在村里还是停水停电，
政府通知我们来这里接水，水很干净，
能保障我们的基本用水需求。”一位接
水的村民告诉记者。

妙峰山镇政府的南侧便是永定
河，河上是水峪嘴桥，这是河对面的水
峪嘴村通往妙峰山镇政府最近的一条
通道。 （下转第二版）

抢通修复加紧进行 村民吃上应急供水
——直击暴雨后的北京门头沟区

关注防汛救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壹

“我们自主培育的‘松粳 22’‘南粳
9108’‘南粳 46’等金奖品种的稻谷收
购价每公斤比普通稻谷平均高 1 元至
1.2 元，‘五优稻 4 号’的均价每公斤比
普通品种高 1.8 元至 2 元，良种的培育
推动了稻谷产业实现优质优价，也提
高了种植户的收益。”在今年 5 月举办
的第四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
评暨国家水稻育种联合攻关推进会
上，国家育种联合攻关水稻攻关组在
介绍种业振兴攻关成果时这样评价。

种子既是农业的“芯片”，也关系
着中国人的“舌尖上的安全”。在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过程中，种子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

2021 年 7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时强调，农业现代化，种子
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

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
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
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
自主可控。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按照种业
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的目标
任务和“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
年见成效、十年实现重大突破”的总体
安排，部署开展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
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和市场净
化五大行动，扎实推进基础性开创性
长远性工作，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
发展和完善提供了重要支撑。

育良种促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高质量发展

育 种 是 产 业 发 展 的 源 头 所 在 。
2021 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全面推进
种业振兴行动的决策部署，各地区各
部门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形成了

社会各界共同关注支持种业发展的新
局面，开启了合力推进种业高质量发
展的新阶段。

入伏的海南三亚，盛夏似火。
在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的试验

田里，众多科研人员冒着 40 摄氏度高
温，察看水稻长势，及时做记录、测
数据。

这就是育种制种科研工作者日常
生活的真实写照。2023 年海南省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推进南繁一体两翼协
同发展，做大“种源+种业+市场”的南
繁产业，打造南繁硅谷。

为此，海南省印发《推进南繁“一
体两翼”协调发展的实施方案》，正式
提出打造南繁硅谷的整体战略。“一
体”是指以崖州湾南繁科技城为中心，
涵盖三亚市国家南繁科研育种保护
区；“两翼”是指陵水和乐东国家南繁
科研育种保护区。

（下转第三版）

种业振兴守护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根基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何红卫 乐明凯）夏季是小龙虾消费旺
季，全国每 10 只小龙虾，可能就有 1 只来
自湖北荆州监利市。监利全市虾稻共作
面积稳定在 108 万亩以上，呈现“不与农
争水、不与粮争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粮渔共赢”的优势。

据介绍，监利虾稻面积增长较快，
2014 年只有 6 万多亩，到 2019 年已突破
100 万亩。但是，目前部分地区的养虾与
种稻收益还比较悬殊，有些农民难免会陷

入“重虾轻稻”的误区。发现势头后，监利
多措并举加强对虾稻田的监管，同时不断
探索提升种粮效益的路径。每年整合项
目资金 10亿元左右支持农业发展，2022年
对稻谷实际种植者补贴面积达到 223.8万
亩；每年组织 30多家从事社会化服务的农
机合作社季节性流转“只养虾不种稻”的田
块，在养虾“空档期”补种一季水稻……

近年来，监利坚持绿色发展，大力推广
虾稻轮作综合种养模式，用心做大“一只
虾”，全力做强“一粒米”，全产业链产值达

到 300 亿元。“监利大米”“监利龙虾”都是
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监利以百万亩优质
稻生产基地引领示范，湖北全省每生产 20
碗米饭，就有 1 碗产自监利；2022-2023 年
度“监利龙虾”区域公用品牌价值为 286.3
亿元。

下一步，监利市将延伸产业链、提升
价值链、畅通供应链，将监利水稻生产优
势转化为“监利大米”产业发展优势，全
力打造小龙虾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企业
增效，带动农民增收。

湖北监利全力做强“一粒米”“一只虾”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8月1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就巴基斯坦发生自杀式炸弹袭
击事件向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贵国开普省发生一
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
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
者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强调，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
怖主义，对这起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

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推进国家反恐
行动计划，共同维护本地区及世界和平与
安全。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巴基斯坦总
理夏巴兹致慰问电。

习近平就巴基斯坦开普省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
向 巴 基 斯 坦 总 统 阿 尔 维 致 慰 问 电

李强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致慰问电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 李杰）8月 1日从河北省廊坊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为确保大清河、
永定河行洪安全，廊坊市 7月 31日紧急
部署开展蓄滞洪区群众转移安置工
作，目前包括广阳、安次、固安、永清、
文安、霸州 6县（市、区）在内，全市已有
19个乡镇、213个村街 20余万人完成有
序转移安置。邢台市南和区两次主动
升级防汛应急响应，7月 31日凌晨 3时
结合当地雨情汛情实际，启动全市防汛
Ⅰ级应急响应，截至 7月 31日 18时，南
和区已转移 9.37 万人，其中已启用的 7
个安置点集中安置 7209 人，其他方式
（投 亲 靠 友 、就 地 避 险 等）转 移 8.65
万人。

据廊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人
员介绍，按照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7 月 30 日《关于启动防汛防台风Ⅰ级
响应的通知》要求，廊坊市立即成立由
相关市领导为指挥长的前线指挥部，
赶赴抢险救灾现场，组织、指挥、协调、
实施洪涝灾害应急处置工作。7 月 31
日发布永定河泛区启用红色预警，同
时开展群众转移、安置点建设、隐患排
查等工作。

邢台市在转移工作中要求“坚决
果断转移所有涉险群众，全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力将各类损
失降到最低”，及时转移蓄滞洪区人
员，做到“应转尽转、早转快转，加强集
中安置点保障，妥善安置群众生活”。

“晚饭有肉、热菜凉菜，有馒头、面
包，还有面片汤，吃住都挺好！”8 月 1
日 17 时 30 分，记者在南和区宋璟学校
集中安置点食堂里，看到来这里就餐

的群众多是老人、孩子和妇女，他们正
有序排队就餐。从南和区大郝村转移
来的 78 岁农民周柱云说，他们村临
河，是大陆泽蓄滞洪区，“7 月 30 日晚
上，河水还没有涨上来，政府就让我们
连夜转移过来，听说天亮村里就进水
了。感谢领导，我们在这里吃的、住
的，都很满意！”

宋璟学校集中安置点负责人卢晳
介绍，安置点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按照
有地住、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被
盖、有医疗救助、有心理辅导、有文体
活动“八个有”标准，开展了“送图书、
送玩具、送戏曲、送电影、送辅导、送体
检”的“六送”活动，全面做好广大转移
安置农民群众后勤保供工作，确保“吃
好住好 人心稳定”。

（下转第二版）

河北廊坊、邢台有序转移蓄滞洪区群众

确保“吃好住好 人心稳定”

这是 8 月 1 日拍
摄的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
水尾镇新场村杂交水
稻制种基地。

岑巩县是国家级
水稻制种大县，近年
来，当地将杂交水稻制
种产业作为“一县一
业”的主导产业来抓，
常年种植面积近 4 万
亩，每年可提供优质水
稻良种800余万公斤。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