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7
月 16 日至 8 月 15 日），这是每年防汛形势最为
严峻的时期。这期间，防汛抗洪重点关注哪些
风险？哪些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如何有
针对性地做好防御？

14日，水利部举行“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有关情况新闻通气会，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
答。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说，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总体上洪水多发、频
发、重发，致灾性强。

根据防汛关键期汛情预测，重点关注四大
风险：七大江河流域都有可能发生洪水，洪水
防御可能面临多线防汛，防御任务十分繁重；
局地暴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
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难度大；中小水库、病险
水库、淤地坝点多量大，抗御洪水的能力较低，
安全度汛压力大；今年水利工程项目多，部分
项目需要跨汛期施工，在建工程安全度汛风险
高。

姚文广表示，水利部将有针对性地做好防
御措施。坚持预防为主，前瞻、及时、准确做好
汛情监测预报预警、会商研判、调度指挥；坚持
以流域为单元，所有具备防汛能力、担负防汛
任务的水工程全部进入防汛状态，实现流域控
制性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整体效
果；加强堤防巡查防守，特别要加强超警超保
河段和薄弱堤段、险工险段、堤防背水侧坑塘
等地方的巡查防守，尤其重视夜间巡查防守。

同时，强化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切实
完善县、乡、村、组、户 5 级责任制和“叫应”机
制；严格落实水库安全度汛责任，在建工程全
部落实安全度汛措施，高度重视城市防洪内涝
问题；高度重视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一旦出
现险情或危险预兆，果断转移群众，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

水利部信息中心副主任钱峰说，今年入汛
以来，全国降雨的阶段性明显，过程多、强度
大；主要江河洪水早发、多发、并发，4月珠江流
域发生 6次编号洪水、较常年偏早 2个月，全国
大江大河已发生 20次编号洪水；中小河流超警
数量多、洪水涨势猛，全国 24 省份共有 786 条
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是常年同期的 2.2倍。

旱情方面，云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冬春
连旱持续时间达 6 个多月；6 月以来，河南、山
西、山东、安徽、陕西、河北、江苏、甘肃等地旱
情一度发展迅速。

钱峰说，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旱
涝并发、涝重于旱，可能有台风北上，暴雨洪水
等极端突发事件趋多、趋广、趋频、趋强，致灾
影响重。

汛情方面，长江上游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上游支流嘉陵江、中游支流汉江可能发生超警
洪水；黄河中下游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支流渭
河、汾河、伊洛河、沁河、大汶河可能发生超警
洪水；淮河流域沂河、沭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淮河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海河流域漳卫
河、子牙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大清河、永定
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珠江流域
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松花江、辽河可能发
生较大洪水，嫩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可能发生
超警洪水；太湖、钱塘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旱情方面，预计广东东北部、福建大部、浙
江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大部、内蒙古中部、河
北西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
可能发生干旱。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吴道喜说，在应对长江 2024 年第 1 号
洪水过程中，长江委联合调度控制性水库群累计拦洪约 165亿立方米，大
大减轻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沿江沿湖的防洪压力。7月 11日 18时，2
号洪水在长江上游形成，长江委优化调控三峡水库下泄流量，三峡水库对
洪水的削峰率达 32%，避免长江中下游宜昌至武汉约 700公里河段超警戒
水位。

“根据预报，三峡水库 7 月 15 日将再迎来一次洪峰流量 45000 立方米
每秒量级的洪水过程，三峡水库库区防洪安全存在较大风险。”吴道喜说，
长江委将通过联合调度金沙江梯级水库、大渡河瀑布沟水库、嘉陵江亭子
口水库等上游干支流水库群，预计可减小三峡水库入库洪峰流量 5000立
方米每秒左右、降低三峡水库最高调洪水位 2米左右。

吴道喜表示，根据最新预报，未来 10天长江上游仍有连续性强降雨过
程，强度以大到暴雨为主。为应对长江上游后续可能发生的大洪水，保障
荆江河段防洪安全，长江委计划抓住 7月中下旬有限的强降雨间歇期，加
快降低三峡水库水位，让三峡水库腾出足够的防洪库容，做好迎战“七下
八上”防汛关键期可能出现的大洪水的准备。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记者 刘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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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关键期重点关注四大风险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 潘
洁、韩佳诺）国家统计局 15日发布数
据，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6168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5.0%。国民经济延续恢
复向好态势，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放在
全球坐标中观察，我国经济表现依然较
好，一季度GDP增速快于美国、欧元区、
日本等，结合二季度国内外形势，预计上
半年我国经济增速仍将保持领先，仍是
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力量。

分季度看，一季度GDP同比增长
5.3%，二季度增长 4.7%。从环比看，
二季度GDP增长0.7%。

“从短期来看，二季度经济增速回
落有极端天气、雨涝灾害多发等短期
因素的影响，也反映出当前经济运行
中的困难挑战有所增多，特别是国内
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国内
大循环不够顺畅等。但从基本面看、
从中长期看，经济稳定运行、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高质量发展的大
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说。

夏粮再获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
长，服务业继续恢复。上半年，农业
（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0%。全
国夏粮总产量 14978万吨，比上年增
加 363万吨，增长 2.5%。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服务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
市场销售保持增长，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扩大。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235969亿元，同比增长 3.7%。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45391
亿元，同比增长 3.9%；扣除房地产开
发 投 资 ，全 国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长
8.5%。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
持续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211688亿元，同比增长6.1%。一般贸
易进出口增长5.2%，占进出口总额的
比重为65.0%。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就业形
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1%，扣除

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同比上
涨 0.7%。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
值为 5.1%，比一季度下降 0.1个百分
点，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继续增长。上半年，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33元，同比名
义增长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展
望下半年，外部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
性上升，国内困难挑战依然不少。要
全面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当前经济发
展面临的各种困难挑战，不断培育壮
大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
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5.0%

“七下八上”期间七大流域都可能发生洪水

加强水工程调度积极迎战长江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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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十年，是民宿产业快速发展的十年。数据显
示，我国80%的旅游民宿分布在乡村地区。从农家乐到
民宿，从家庭式管理到专业团队运营，民宿已成为推动
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地处桂北山区的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大寨村就是
乡村民宿发展的典型样本。长期以来，由于大山的阻隔，
大寨村曾是贫困的代名词。背靠着万亩龙脊梯田美景，
世居于此的瑶族村民守着“金饭碗”却纷纷外出谋生活。

大约 20年前，大寨村通了第一条公路，也诞生了第
一家农家乐。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来梯田和村寨
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村民们普遍将自住房改建成农家乐和
民宿——这是大寨村民宿的1.0版本，“30元住宿”“家人就
是服务员”“洗澡如厕要排队”是当时民宿的真实写照。

后来，在优惠政策、低息贷款的支持下，大寨村的民
宿硬件条件逐渐升级，房费也有一定提升，但依然摆脱
不了“家人就是服务员”的局限性。特别是最近几年，单
纯靠家人经营、靠村民打理的民宿，在服务理念、运营模
式等方面已跟不上市场需求。

2022年，大寨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
游乡村”。一些不满足现状、头脑灵活的村民转变经营
理念，引进专业的民宿管家和大学生团队，在民宿的设
计、装修、服务、运营、推广等软硬件细节上下功夫，一批
精品民宿应运而生，将大寨村的民宿推向2.0时代。

据统计，目前，大寨村已有超过 38%的精品民宿旺
季房费超过千元，一些精品民宿要提前一个月订房。依
靠民宿产业，大寨村村民早已实现脱贫致富，超过 60%
的家庭年收入超50万元。

从农家乐到精品民宿，大寨村的民宿蝶变，正是这
十年中国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讲述着全面深化改革的
乡土故事。

▲7月11日，游客在大寨村参加当地传
统“晒衣节”。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摄

▶来自德国的游客在大寨村的一家民
宿赏景（6月26日摄）。

■新华社记者 邹竞一 摄

◀在大寨村“山中已千年”观景民宿，一
名来应聘的大学生背着筐外出（6月26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7月10日在大寨村拍摄的民宿和远处
的观光索道（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摄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者樊
曦）记者 14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今年 6 月份，国家铁
路发送货物 3.32 亿吨，完成货运周
转量 2665 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6.1%、5.3%，创历史同期新高。目
前，我国铁路货运量、货运周转量等
指标稳居世界首位，并持续保持高位
运行。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国铁企业加快推进铁路现代
物流体系建设，主动对接企业生产和

物流市场需求，加大货运能力投放，
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快铁路专用线
建设，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供给和运输
组织，为国民经济回升向好和降低全
社会物流成本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方面，国铁
企业精心组织迎峰度夏能源保供运
输，用好大秦、浩吉、瓦日、唐包、兰新
铁路等主要货运通道，大力开行万吨
列车，加强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疆煤
外运组织。6月份，国家铁路煤炭日
均装车 8.35万车、同比增长 5.6%，电

煤日均装车 5.9 万车、同比增长 3%，
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此外，国铁企业发挥全国 40 个
铁路物流中心的作用，推动铁路运输
由传统“站到站”向“门到门”全程物
流服务转变。相关企业大力发展多
式联运，研发了卷钢箱、粮食箱、危货
液体罐箱等 17 种新箱型，有效推动
了公铁联运、海铁联运高质量发展。
6月份，国家铁路集装箱、商品汽车、
冷 链 货 物 发 送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8.0%、12.1%、21.2%，均创历史同期

新高。
与此同时，国铁企业加强铁路国

际合作，持续提升通道运输能力和重
点口岸换装能力，加强班列全程运行
盯控和安全保障，跨境货物运输呈现
量质齐升态势，有力保障了国际供应
链产业链稳定畅通，为服务我国外贸
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了新动
能。6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1719
列、发送货物 18万标箱，同比分别增
长 15%、11%；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累
计发送278.3万吨，同比增长20.7%。

6月份国家铁路货运多项指标创历史同期新高

（上接第1版）当今世界，要说哪个
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
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
的。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
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
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
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
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
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

文章指出，没有坚定的制度自
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

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
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
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
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
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
度成熟而持久。随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
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
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
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中
国发展前景是光明的，我们有这个
底气和信心。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