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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地”支撑“全国重地”建设文化强市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
5月30日下午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
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习近平

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全面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认识国
家安全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正确
把握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加快推进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新

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努力开
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国
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李强、赵乐际、
蔡奇出席会议。 （下转三版）

楼阳生到郑州市调研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相结合
全面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水平

本报讯 5月 30日，省委书记楼阳生到
郑州市部分水库、雨水泵站、项目建设现
场，调研防汛备汛及防洪能力提升工作。

郑东新区位于郑州市河道下游，承载
着 上 游 防 汛 河 道 近 80% 的 泄 洪 排 涝 任
务。在阜外医院雨水泵站工程建设现场，
楼阳生了解郑东新区水系分布、河道治理
等，实地察看雨水泵站运行情况，指出要
把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结合起来，全面深
入查找风险隐患、短板弱项，强化工程性
措施，完善防汛体系、组织体系，实现标本
兼治、本质安全。楼阳生强调，防洪减灾
工程是百年大计，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加
强日常检修管护，做到有备无患，确保汛

期良好运行、发挥作用。
贾 鲁 河 综 合 治 理 工 程 正 在 抓 紧 推

进。在贾鲁河京广高铁桥段，楼阳生询
问治理后河道行洪能力、工程建设有关
技术问题等，了解到工程完成后不仅提
升了河道行洪能力，又能保障铁路运行
安全，还美化了周边环境，楼阳生予以肯
定。他强调，贾鲁河是郑州市泄洪排涝
的主管大动脉，直接维系着郑州市的度
汛安全。要着眼提高应对重特大洪涝灾
害能力，高标准建设全线堤防达标、堤线
闭合、统筹水生态水环境的治理示范性
防洪河道。

郭家咀水库位于金水河上游河段，是

郑州市区排涝泄洪骨干河道之一。楼阳生
现场察看水库恢复加固工程建设和智慧水
库数字孪生信息一体化平台运行情况，指
出既要建好防洪减灾工程，又要用好现代
信息技术，落实责任到人到岗，硬件软件齐
抓，人防技防并重，确保隐患险情及时发
现、及时应对、及时处置。金水河调洪工程
拦河闸主体部分已基本完工，楼阳生询问
河道流量、工程库容等，指出要协同发挥水
库、河道、堤防等作用，通过拦洪、调洪、分
洪等措施，减少洪水入城，增强城区防灾减
灾能力。在金水河综合整治工程大学路
段，楼阳生强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下足
绣花功夫、做深精细文章，优化城市排水管

网、排涝通道布局，调整拓展蓝绿空间，打
通堵点瓶颈，疏通城市经脉，建设安全韧性
的幸福城市。

气象预测表明，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
体偏差，出现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可能性
较大。调研中，楼阳生强调，要树牢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树起极
限思维，压实压紧责任，查漏补缺、排除隐
患，强化重要设施、重点部位、重点场所等
安全防护，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陈星、安伟参加调研。
（据《河南日报》）

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
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2021年12月29日至2022年3月9日，省委第一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以下简称督察组）对郑州市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并于2022年5月18日，向我市反馈了督察意见。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牢政治责任，建立整改机制，全
力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实。截至2023年4月底，57项整改任务已
经完成45项，其他12项正在推进。督察期间358个群众举报件，
已完成352件，剩余6件共反映3个问题，已列入整改方案，目前正
在推进。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有力推
动了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突破。

一、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稳督察整改政治责任
（一）加强组织领导，坚持高位推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对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负总责，坚持把生态环境保
护纳入全市“五位一体”高质量发展体系，成立了书记、市长任主
任的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统筹推进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坚持把督察问题整改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牢牢扛起整改落实主体责任，
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直接抓、全程抓，做到整改见
人见事、见果见效、见根见底。

（二）健全工作机制，压实整改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先后组织召开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制
定《郑州市贯彻落实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问题整
改方案》，逐个细化整改目标、整改时限和整改措施。2023年
2月，印发《郑州市生态环境督察整改工作制度（试行）》，明确
了“通报、督办、提醒、约谈、追责”五步工作法，进一步规范了
整改工作程序，健全了督察整改工作的责任体系，完善了督察
整改工作长效机制。

（三）突出整改重点，多措协同推进。坚持督导核查与上门
服务相结合，及时解决整改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将污水处理厂
建设、矿山生态修复、黄河湿地保护等整改任务涉及的工程项目
纳入一类民生工程，给予相应级别管控豁免，确保能够顺利推
进、按时完成。对推进缓慢的整改任务，采取提醒、发督办函、提
请市政府督查室专项督办、与市纪委监委联合督导等措施强力
推进，确保每项整改任务稳步推进；完成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回头看”行动，确保每个问题整改到位。

二、扎实推进整改，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我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努力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水平，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持续深化。把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纳入《郑州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编制《黄河郑州段滩区和邙岭生态专项规划》、印发《黄
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开展黄河流域污水处理厂达
标排放、涉水排污单位稳定达标排放、农村环境突出问题整治、
生态破坏问题排查整治、非法倾倒危险废物执法检查、加强环境
应急监测能力建设和黄河流域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七个专项行
动，严厉打击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二）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显著。2022年度，全市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PM10年均浓度77微克/立方米，PM2.5年均浓度45微
克/立方米，优良天数223天。PM10、PM2.5及重污染天数省定控制
目标均圆满完成。全市10个国省控河流断面全部达标，7个城市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14个县级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稳定保持100%，重点建设用
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地下水水质级别保持稳定。农村黑臭
水体深度治理率达到80%。 （下转二版）

何雄会见黄河勘测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客人

发挥技术人才资金优势
融入郑州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际宾 王世瑾）市长何雄近日会
见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安新代
一行，双方就加强新基建、智慧水利、防洪排涝、产业链布局等领
域务实合作进行深入沟通交流。

何雄在会谈中指出，近年来，郑州坚决扛牢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责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化创
新驱动、科技赋能，前瞻性谋划推进一批战略性水利工程，加快
构建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的现代水网体系，进一步优化城市功能
布局，全面提升综合承载能力。黄河设计院在科技创新、信息化
技术、国际合作等方面有着先进技术和经验，希望充分发挥技
术、人才、资金等方面优势，深度融入郑州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
加强在郑项目的规划和投资，推动双方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实
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安新代表示，郑州经济发展基础好、态势强、潜力大，黄河研
究院十分看好郑州发展前景，今后将继续立足自身优势，努力在
水利信息化、重大基础设施等领域寻求更多合作点，不断推动更
多优质项目落地郑州，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作出积
极贡献。

陈宏伟参加会见。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张昕）5 月 30
日，全市夏收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贯
彻落实全省“三夏”工作专题视频调度会
部署要求，安排全市夏收工作。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安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何雄作具体部署，
市领导吕挺琳、虎强、陈宏伟出席会议。

会前，安伟主持召开研判会议，对全市
夏收工作进行了全面分析、深入研判。

安伟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聚精会神
抓好“三夏”生产，坚决把夏收作为当前头
等大事，加强领导、强化统筹，精心组织、靠
前指挥，集中时间、集中人力、集中物力，全
力以赴抓好“三夏”各项工作，确保全年粮
食产量保持稳定、最大限度减少农民群众

损失，以实际行动和成效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坚决保障好粮食安全、维护
好农民切身利益。

安伟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农机
调度使用，确保夏收有序进行；加强粮食烘
干晾晒保障，充分利用各类设备和场所进
行烘干晾晒，坚决防止堆积发热霉变；抓好
粮食收储，落实好政策性收储，分类施策妥
善处置受灾小麦，有效解除群众顾虑；全面
做好“以秋补夏”工作，扩大高效粮食和经
济作物种植面积，加大复合种植技术推广
力度，以秋粮丰产丰收确保全年粮食生产
基本稳定。

安伟要求，要强化统筹，健全完善夏收
工作指导帮扶机制，深入专业合作社、农

户、田间地头，帮助解决好技术、思想、物
资、机械等实际问题；做好保险理赔工作，
及时足额兑付政策性保险，积极落实各项
种粮补贴和惠农政策，保护好农民种粮积
极性；高度关注种粮农民诉求，及时回应群
众关切；严格行业监管，认真执行粮食收储
检验制度，切实加强市场监管，确保粮食、
农资价格平稳；抓牢安全生产，深入开展风
险隐患排查整治，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为
打赢打好夏收攻坚战提供安全保障。

何雄作具体部署时强调，要迅速摸清
夏收进度、受灾情况、机械调配、夏粮收储
等底数，建立台账、制定专案，每日汇总、每
日调度。要加强机收服务，强化区域协同，
提高机械使用效率，做好机械维修、配件供

应、油料保障等后勤服务。要做好收储监
管，加强烘干晾晒，提前预置库容和设备，
完善兜底政策，强化夏粮收储，加大市场监
测、抽查力度，严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粮食流入口粮市场。要做好灾损理赔，建
立绿色通道，密切配合、靠前服务，做到应
赔尽赔，坚决维护好种粮农民利益。要压
茬播种秋粮，把秋粮播种作为保全年总产
量的重要举措，强化农资保供和良种选育
服务，助力稳产增产，扛稳压实粮食安全重
任。要严管秸秆焚烧，用好“蓝天卫士”，强
化全天候、全覆盖监管，确保禁烧零火点。
要靠前督导协调，落实好会商研判、跟踪督
导、服务协调工作机制，统筹调配人力物力
财力，坚决打好打赢“三夏”攻坚战。

安伟在全市夏收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

全力以赴多措并举组织好“三夏”工作
坚决保障好粮食安全维护好农民利益

郑州市关于省委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整改任务落实情况

夏收攻坚战

郑州开通机收
保障热线电话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麦收期间，我市开

通并公布“三夏”机收保障热线电话，安排 24
小时值守，及时协调解决机手作业过程中遇到
的各种问题。

各地“三夏”机收保障热线电话分别为：郑
州 市 0371- 67175765，巩 义 市 0371-
69580180，登封市 0371- 62868375，新密市
0371-69822893，荥阳市 0371-64667011，新
郑 市 0371- 62693518，中 牟 县 0371-
56926665，二七区 0371- 68853666；金水区
0371-63526421，惠济区 0371-63639686，管
城 区 0371- 66261499，上 街 区 0371-
68925880，高新区 0371- 61510364，经开区
0371-66777326，郑东新区 0371-67179878，
航空港区 0371-56591772。

市农委下发通知

做好小麦抢收烘干全力夺取夏粮丰收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当前，我市

小麦正处于成熟收获期，5 月 26 日
至 29 日，我市出现大范围阴雨天气
过程，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雷 暴 大 风 等 强 对 流 天 气 。 5 月 29
日，市农委下发通知，要求全市农业
部门科学应对阴雨天气，切实抓好
小麦抢收和烘干晾晒，全力夺取夏
粮丰产丰收。

抢抓农田排涝除渍。此次天气过
程，新郑、中牟等地区降雨量大，容易造
成田间积水。市农委要求，各区县（市）
要组织大户和农技人员加强巡查排查，
对低洼积水地块，组织动员人力物力，
调集各类机械，及时清沟理渠，排除田
间积水，最大限度防止小麦发芽霉变。
倒伏小麦要指导农民避免盲目扶直，防
止出现二次伤害。

科学组织机械抢收。各区县（市）

尤其是降雨量大的新郑、中牟等地，要
根据小麦成熟度和机收进度，进一步摸
排农机分布、余缺情况，抓紧联系外出
机手尽快返乡，督促引进车辆尽快到
位，逐地块开展服务对接，确保不落一
个农户、不漏一块麦田。根据情况加强
履带式收割机应急调度，对有萌动发芽
迹象小麦，抓住降雨间隙尽快抢收。对
雨后机械能够下地的，要积极动员、安
排机械，人停机不停，抢时收获。对倒
伏麦田，要指导机手压低割台、降低车
速、逆向收割，避免造成过高损失。

抓好小麦烘干晾晒。各区县（市）
要充分发动国有粮库、粮食收储企
业、供销系统、粮食经纪人、农民专业
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主
体，利用各类粮食烘干机械，为农户
提供烘干服务。要克服一切困难，解
决好烘干机械所需热源问题，最大限

度满足烘干需要。要组织动员农民，
利用文化广场、学校操场、闲置厂房、
平房屋顶、房前屋后等各类场所，将
收获小麦摊薄晾晒；确实难以满足需
要的，也要指导农民通过在田间地头
铺设防水布，进行晾晒，防止直接堆
积造成发热霉变。

加强繁种田排查处置。各区县
（市）要加强小麦繁种田排查处置，做
到小麦收获不结束、排查处置不停
止。对发现查实萌动和穗发芽的小麦
繁种田，要登记品种、登记面积、登记
农户，督促繁种企业收获转商。对拒
不落实相关措施的种业企业，要建立
整改台账，督促企业整改，确保种子质
量安全。对销售不符合种用标准种子
的企业，要依法严肃查处，坚决防止不
合格种子流入市场，给秋播小麦生产
造成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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