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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水量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
多地出现旱情。中央气象台 11日发布的
预报显示，未来 10天，陕西中南部、华北南
部、黄淮中西部等地降水持续偏少，气温偏
高，旱情将维持和发展。

记者采访了解到，相关省份积极开展
抗旱工作，通过调度水源、抗旱喷防、旱播
育秧等方式，最大限度减小灾害损失，助力
农业稳产丰收。

持续旱情带来不利影响

随着3台水泵同时启动，清澈的河水顺
着管道流入陕西平利县八仙镇韩河村“干
渴”的稻田。“这可是‘救命水’啊！”村民李
秀华看着水流涌入自家稻田，紧皱的眉头
终于舒展开来。今年入春后，八仙镇降雨
量比常年少了近五成，韩河村的部分农田
一度因缺水无法灌溉。

今年以来，受温高雨少影响，华南、华
北、西北、长江中下游以及四川等地干旱快
速发展。

去年秋季以来，广西出现秋冬春连旱
的罕见天气。气象部门统计，2024年 11月
到今年4月，广西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
少近七成，为 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
同期最少。部分地区出现严重干旱，农业
灌溉用水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作为山西冬小麦的最大产区，运城冬

小麦面积占到全省半数以上。目前，当地
430余万亩小麦正值孕穗灌浆关键期。运
城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苏丽红介绍，3月中旬
以来，全市基本没有出现有效降雨，加之期
间多次出现高温、大风天气，土壤失墒加
剧，对夏粮生产造成不利影响。

国家气候中心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室正
研级高工翟建青介绍，受干旱影响，冀豫晋
陕甘等地灌溉条件不足的麦田长势偏差，
目前大部地区小麦处于开花至灌浆期，部
分没有灌溉条件的小麦灌浆受阻。广西、
四川、云南等地部分水稻移栽进度较去年
偏迟，部分已播春玉米、花生等旱地作物出
现缺苗断垄或幼苗矮小。

多措并举合力抗旱稳生产

为有效应对旱情，各地启动抗旱应急
响应、形成合力，最大限度实现保供保灌，
减少灾害损失，确保农业稳产丰收。

快速响应、多级联动——
在广西受旱较重的武宣县，当地实施

县、乡、村三级联动责任机制，全县上下齐
心抗旱。山西运城市联合气象、水务、应急
等部门，强化沟通会商，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及时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预警预报，全力
做好抗旱服务保障工作。

加强调度为旱区“解渴”——
受持续气象干旱影响，长江及大运河

镇江段水位较往年同期显著下降。5月 5
日起，江苏镇江谏壁抽水站启动四台机组
向大运河补水，日均补水量达 900 万立方
米。抽水站管理处副主任徐付祥介绍，此
次开机是近十年来首次在 5月启动抗旱补
水作业，较常规排涝季提前近两个月。

陕西省水利部门通过科学实施水量调
度，协调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时批复
增加陕西抗旱用水指标 1.43 亿立方米，解
决灌区水源短缺、灌溉困难等问题。

因地制宜、科技助力——
广西武宣县农业部门派出农技专家，因

地制宜指导农户采取早稻旱播育秧、旱地直
播等多种方式插秧，抢抓农时开展春种工
作。河南温县农技部门指导农户开展“一喷
三防”、抗旱灌溉，为小麦丰收保驾护航。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于生育期提前的旱地小麦，农技人员指
导农户适时提早收获，并根据情况复播生
育期较短的作物，实现能播尽播，努力扩面
积、增产量。

全力以赴防灾减灾保夏收

据中央气象台中短期预报和国家气候
中心延伸期预测，近期广西的干旱将会逐
步减缓，但陕西、河南、江苏等地的气象干
旱还将持续。

记者采访了解到，各地各部门正及时

评估干旱发展趋势和影响，全面做好防灾
减灾工作，保障夏粮生产。

山西省农业部门动员全省小麦产业技
术专家和基层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查苗
情、查墒情，制定精细化的抗旱田管技术方
案，推进技术措施落实到户到田。同时，指
导农户及时中耕划锄保墒，喷施调节剂增强
植株抗旱能力，帮助种植户解决抗旱难题。

抗旱看天不等天，更需精准应对。陕西

省密切关注旱情动态，按照“精准范围、精准
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要求，动态跟踪
水库蓄水、墒情及需水变化情况，动态优化

水量分配方案，保障用水安全。同时，农业

部门组织农户趁墒播种，开展“以秋补夏”，

尽量减少灾害损失，努力提高粮食单产。

安徽省密切关注旱情发展，加强雨情、

水情、墒情和蓄水监测分析，千方百计增加

有效水源；河南省财政下达资金 5000 万

元，支持各地迅速开展抗旱浇麦、保粮稳产

工作……各地积极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减

少旱情影响。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抗旱处处长王
为说，水利部门将持续加强监测预报，制定

完善供水保障方案，科学精准调度相关流

域骨干水工程，全力确保旱区城乡供水安
全和北方小麦主产区抗旱用水需求。

新华社记者 杨驰 王飞航 刘彤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前四月全国铁路建设高效推进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47亿元
5月，广东梅州，龙龙高铁武梅段黄莆隧道施工现场，50余名中铁二十

五局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推进隧道建设。黄莆隧道临近既有漳龙线，
地质条件复杂，是标段重难点工程。武梅段建成后，龙龙高铁将实现全线
贯通，成为连接闽粤两省的又一条高铁通道。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铁路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 1至 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947亿
元，同比增长5.3％，充分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积极为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前四月，铁路部门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施工组织，强化安
全质量、生态环保、工程投资控制，优质高效推进铁路工程建设，多个铁路
建设项目取得积极进展。

在甘肃，由中铁十八局参建的兰合铁路完成首孔箱梁架设，标志着兰
合铁路进入全线箱梁架设施工阶段。在天津，由中铁十四局承建的“千里
海河高铁第一隧”津潍高铁津沽海河隧道建设有序推进，最大开挖直径达
13.8米的盾构机下穿海河，即将突破 5000米掘进大关。在贵州，黄百铁
路贵州段最长大桥羊架河特大桥工地上，200多名中铁二十三局建设者
持续推进大桥墩身作业。羊架河特大桥全长 2428米，最高墩高达 117
米，是黄百铁路重难点工程。在江苏，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沪渝蓉高铁控
制性工程通泰扬特大桥跨古马干河连续梁顺利合龙，成功跨越既有河流
等重大风险源。在广东，由中铁十六局承建的珠肇高铁石苑特大桥连续
梁顺利合龙，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珠肇高铁珠江
段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铁集团将进一步科学有序推
进铁路规划建设，切实提高投资效益，提升现代化铁路网整体效能，加快构建
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确保如期完成铁路“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

新华社记者 樊曦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完成进驻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统一部署，截至5月 10日，8个中央指导
组完成对21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中央指导
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
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

各中央指导组组长指出，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是今年党建工作的重点任务。派出中央指导组，有针对
性地督促指导相关地方和单位抓好学习教育，是帮助推动学习教育各
项任务落地见效、更好解决突出问题的重要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对
相关地方和单位的关心关怀。

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指导督导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
实履职尽责，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部署要求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督促指导相关地方
和单位动真碰硬、真刀真枪解决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的突出问题，及时发现并推动解决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侵害
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等突出问题，坚持同题共答，有力有序开
展指导督导工作，通过以点促面推动全党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关于学
习教育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这次学习教育的
重要意义和党中央派出中央指导组的政治考量，以此为契机，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扛起学习教育主体责
任，全力配合和支持指导组工作，切实解决问题，推动学习教育不断
走深走实，用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打好抗旱主动仗助农稳产保丰收
——多地抗旱保农一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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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在黑龙江省大庆市，国家消防救援局大庆航空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向人们演示班组灭火作业。
5月12日是第17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近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及演练

培训活动，提高人们科学防灾意识和灾害避险自救能力。 新华社发（薛刚 摄）

各地开展活动迎接全国防灾减灾日

我国成功发射遥感
四十号 02 组卫星

新华社太原5月11日电（李国利李宸）5月11日21时27分，我国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四十号02
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遥感四十号02组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74次飞行。

世界防治肥胖日：

胖娃减重应注意啥？
5月11日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近年来，我国青少年儿童超重肥胖

比例持续上升。超重肥胖，不仅会影响孩子身体健康，还可能带来焦
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家长如何帮助孩子进行体重管理？记者采访了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和宁夏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的营养科专家。

专家指出，要限制孩子吃一些高油高糖的零食，无糖饮料也不
建议常喝，有的产品标注“无糖”，实际上并非完全不含糖，有的可
能使用代糖。“可以选择一些健康零食来让孩子产生替代性满足，
比如孩子喜欢喝一些甜的饮料，就可以在白开水里放一些切好的
水果片用来替代饮料。”刘慧芳说。

“运动上，一般对于儿童来说，监测心率与消耗的智能设备不
是必需的，主要得控制孩子久坐和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保证足够
的活动时间。”刘慧芳建议，儿童应避免久坐不动，每天使用电子产
品时间累计不要超过 2小时（学龄前儿童不要超过 1小时），活动
时间在2小时至3小时，其中户外活动至少1小时。

专家认为，儿童减重最重要的是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在这个过
程中家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华社记者 马丽娟 唐紫宸
据新华社银川5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