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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在东莞，一名环卫工人的女

儿心疼父亲高温作业，寄给12345平台

一封诉求信，当地城管部门在接到该诉

求后立即与环卫作业公司沟通协调，没

过多久就给环卫工人换上了更薄、更透

气的夏季工服……这些凡人善举、友善

温情，不仅传递了社会各界对户外劳动

者的关心关爱，也彰显着社会的文明与

进步。良善之举不在大，一句问候、一

杯绿豆汤、一瓶矿泉水……这些给予劳

动者的点滴关心汇聚起来，就能成为浸

润人心的清凉、滋养精神的甘甜。

除了关注户外劳动者的健康安全，

我们更应尊重户外劳动者的劳动。作

为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应尽量做到

垃圾入桶不落地、遵守交通规则、耐心

等待快递外卖等，让尊重每一位劳动

者、珍惜每一份劳动成果的文明善举，

生长成全社会关爱户外劳动者的一片

绿荫。

记者 12 日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

会了解到，为期20天的2023年黄河汛前

调水调沙水库调度7月11日8时结束，

小浪底水库和三门峡水库排沙量分别

为 1.25 亿吨和 0.40 亿吨。截至 11 日 8

时，入海水量和入海沙量分别为 42.59

亿立方米和2700万吨。

水库调度已经结束，但水沙过程全

部入海，预计需要到 7 月 16 日前后，届

时调水调沙整个过程的入海沙量预计

约4000万吨。

黄河泥沙含量巨大，第22年
实施汛前调水调沙

6 月 21 日 9 时，黄河小浪底水利枢

纽开启3个闸门加大下泄流量，调水调

沙正式启动，这也是第22年实施黄河调

水调沙。

黄河是世界上泥沙含量最大的河

流，流经河南、山东的平原地区时，泥沙

沉积形成地上悬河，河道不断淤积萎

缩，每当汛期来临或突发洪水，容易漫

滩出险。实施调水调沙，目的是提高河

道行洪能力，破解黄河下游泥沙淤积和

洪水风险相伴的难题。

黄委防御局方案处处长任伟说，此

次调水调沙以黄河干流上的万家寨、三

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

浑、故县、河口村水库配合。利用水库

调节库容，适时蓄泄，维持黄河下游中

水河槽；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

淤积形态；实施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

并尽量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

影响。

据专家介绍，调水调沙启动后，小

浪底水库下泄大流量水流，冲走黄河下

游河道中的泥沙。当小浪底水库水位

下泄到对接水位，再调度万家寨、三门

峡等水库接力泄水，冲击小浪底水库淤

积的泥沙出库。当河道中的挟沙水流

与库区清水相遇，由于前者的密度更

大，挟沙水流会潜入清水底部继续向前

流动，形成异重流，最后从坝底排沙出

库，达到减淤的效果。

本次调水调沙预计约4000万
吨泥沙入海

记者在小浪底水库采访了解到，本

次调水调沙分清水下泄阶段和集中排

沙阶段。清水下泄阶段，小浪底水库下

泄基本为清水，含沙量低。7 月 4 日 22

时，小浪底水库排沙出库。7 月 7 日 10

时 30 分，最大含沙量为 417 千克每立

方米。

为确保工程、滩区和涉水生产安

全，沿河各地积极做好各项涉水安全管

理。记者在黄河下游采访时看到，山东

齐河黄河河务局将视频监控、无人机巡

查和人工巡视相结合，进行查险和涉水

安全管理。沿途原本方便两岸往来的

浮桥已经拆除。

为保障行洪畅通，调水调沙期间，

浮桥桥位处的流量达到 3000 立方米每

秒时须拆除。至6月26日，山东黄河境

内的53座浮桥已经全部拆除。

利津水文站是黄河干流的最后一

个水文站，调水调沙期间，全程监测

水位、流量、泥沙、断面形态变化，以

及入海水量、沙量等数据，为分析调

水调沙下游河道冲淤、指导调水调

沙、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调度等提供

数据支撑。

利津水文站副站长展恩泽告诉记

者，截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利津

水文站最大流量为7月3日18时的3730

立方米每秒，最大含沙量为 7 月 11 日 8

时的 11.80 千克每立方米。目前，利津

水文站的含沙量仍在增加。

据了解，当前黄河下游河道沿途较

大流量仍将会持续一段时间。预计7月

16 日前后，调水调沙水沙过程全部入

海，本次调水调沙入海泥沙总计约4000

万吨。

22年调水调沙输沙入海累计
近33亿吨

黄河调水调沙已实施 22 年。据黄

委监测，通过调水调沙，黄河下游河道

主河槽得到全线冲刷，河床有明显下

降，行洪和过沙能力普遍提高，提升了

黄河干流主河槽的行洪能力。

任伟说，黄河自2002年实施调水调

沙至本次水沙过程全部入海，累计输沙

入海约为 32.90 亿吨，下游河道主河槽

平均降低3.10米，主河槽最小过流能力

由2002年汛前的1800立方米每秒提高

到现在的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降低了

下游中小洪水漫滩几率。

黄河泥沙主要来自黄土高原，小浪

底等中游水库面临泥沙不断淤积的问

题。22年调水调沙，小浪底水库累计排

沙 27.05 亿吨，为黄河下游防洪安全提

供了保障。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新华社武汉7月12日电（记者 李

国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12 日

公布了中国载人登月初步方案，计划

2030年前实现登月开展科学探索。

当日在武汉举办的第九届中国

(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总设计师张海

联表示，我国计划在 2030 年前实现载

人登陆月球开展科学探索，其后将探

索建造月球科研试验站，开展系统、

连 续 的 月 球 探 测 和 相 关 技 术 试 验

验证。

据了解，我国载人登月的初步方

案是：采用两枚运载火箭分别将月面

着陆器和载人飞船送至地月转移轨

道，飞船和着陆器在环月轨道交会对

接，航天员从飞船进入月面着陆器。

其后，月面着陆器将下降着陆于月面

预定区域，航天员登上月球开展科学

考察与样品采集。在完成既定任务

后，航天员将乘坐着陆器上升至环月

轨道与飞船交会对接，并携带样品乘

坐飞船返回地球。为完成这项任务，

我国科研人员正在研制长征十号运载

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

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

数千万吨黄河泥沙如何东流入海
——2023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见闻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游客在黄河石林景区体验羊皮筏子漂流（7月11日摄）。

位于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中泉镇龙湾村的黄河石林千峰竞奇，峡谷蜿蜒，陡崖凌空，与黄河遥相呼应，形成山环水

转、动静结合的自然奇观。 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中国载人登月初步方案公布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者 樊曦）记者从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2

日，随着DJ882次4时32分从

昆明洛羊镇站、DJ881 次 4 时

40分从成都双流西站双向始

发对开，铁路部门利用整列动

车组开展高铁快运批量运输

试点工作正式实施。此后，整

列高铁快运动车组列车每日

按2列对开安排。

国铁集团有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此次试点开行的高铁

快运动车组列车由CRH2A型

动车组改造而成，最高运行时

速250公里，最大装载重量可

达55吨以上。列车由国铁集

团所属的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

司面向市场开展经营，主要服

务于生鲜食品、商务急件、生物

医药、电子产品等时效性要求

比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

该负责人表示，高铁快运

动车组列车具有高时效、大运

能、全天候、绿色环保等优势，

试点开行后，铁路部门将及时

总结经验，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建议，不断优化组织，提升品

质，为下一步高铁快运动车组

列车扩大运营积累经验。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12日电（记

者 李云平）记者12日从内蒙古自治区农

牧厅获悉，面对局地旱情，内蒙古多措并

举开展农业抗旱救灾工作，做到强监测、

强指导、强保障，全力确保粮食稳产。

自今年5月份开始，内蒙古部分地

区降雨量较常年少一成到一倍，局部地

区受旱，全区受旱面积最大时达1377.1

万亩。旱情发生后，内蒙古迅速组织各

地应对，将灾害影响降到最低。

内蒙古各级农牧部门紧紧围绕重

点地区、主要作物、春播关键农时，确保

农业抗旱救灾措施落实到位。持续开

展灾害预警，加强土壤墒情监测，及时

发布气象预警，指导农户有效应对旱

情。安排农业专家、技术员组成抗旱救

灾小组，分作物、分区域开展技术指导，

组织农户抢墒播种。

内蒙古提前调剂调运补种、改种农

作物所需种子等农资，安排调试农机

具，一旦形成有效降雨后立即抢播抢

种。条件适宜地区推广坐水种、干播湿

出、覆盖保墒等种植模式，抓苗保苗，恢

复生产。补种、改种以荞麦、燕麦等为

主的短生育期粮食作物，无法种植粮食

的耕地改种牧草，确保耕地不撂荒。

目前，内蒙古各地已投入3亿元救

灾资金，组织农户开展抗旱补灌、调运

农资、购置储水送水设备等工作，确保

耕地应种尽种、种满种全。

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既是全国耕

地保有量过亿亩的4个省区之一，也是

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和 5 个粮食净调

出省区之一，玉米、大豆、马铃薯等主要

粮食作物和谷子、高粱、绿豆等杂粮杂

豆产量居全国前列。

新华社上海 7 月 12 日电（记 者

魏弘毅 张建松）7 月 12 日，由自然资

源部组织的中国第 13 次北冰洋科学

考察队，乘坐“雪龙 2”号极地科考破

冰船，从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码头出

征，一路北上，奔赴北冰洋执行科学

考察任务。

本次科学考察预计总航程约 1.55

万海里，今年 9 月下旬返回上海。

据悉，本次科学考察将聚焦中北冰

洋太平洋扇区和加克洋中脊两大区域，

执行环境关键要素长期观监测、洋中脊

地质和地球物理调查、国家科技计划项

目和国际合作四大任务；实施大气、海

冰、海洋和底质环境调查、生物群落和

资源调查以及污染物监测，在冰区择机

开展海冰综合调查。

本次科学考察将有效提升我国在

北冰洋环境保护、北极快速变化响应以

及海洋污染评估等方面的能力，获取洋

中脊动力学等相关研究所需的关键信

息和数据；同时与俄罗斯、泰国等国科

学家联合开展相关研究，有效推进北极

科学考察国际合作。

滔滔长江水穿过幽深的三峡峡谷，

在江汉平原蜿蜒取势，造就了九曲回

肠、天下至险的荆江。

位于荆江南岸的湖北省公安县虎

渡河河口是险中之险，原被称为“虎渡

口”或“虎口”。为祈求安澜太平，当地

人将“虎口”改为太平口。荆江即将进

入防汛关键期，记者一行来到太平口，

感受大江之变。

历史上的太平口并不太平。当地

民谚“荆沙不怕刀兵动，只怕南柯一梦

中”形容了荆江人民“头顶一盆水”的处

境。为巩固荆江大堤北岸，明朝疏浚太

平口向洞庭湖分水，这里从此成为防洪

要地。

“很长一段时间里，治理荆江水患

是长江防洪体系建设的关键。”荆州市

荆江分洪工程相关负责人艾国臣对太

平口的历史如数家珍。“太平口的改变，

主要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系列治

理。”艾国臣介绍，1952年，为消除荆江

水患，中央批准兴建荆江分洪工程，在

太平口建设分洪工程进洪闸（北闸）。

“截至目前，荆江分洪工程只在1954年

启用过一次，1998年备用过一次。但无

论启动还是备用，都惊心动魄，扣人心

弦。”

站在如今的太平口上，只见江水滔

滔，安然东去；田野茫茫，农人劳作。

随着我国长江防洪体系的建设和

完善，近年来，荆江整体防洪能力发生

了质的提升。

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介绍，以

荆江分洪工程为起点，经过多年持续建

设，荆江流域已初步建成以堤防、河道

整治等工程措施相配合的综合防洪减

灾体系。

“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显著提高。”长

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陈桂亚说，

“三峡工程及其上游控制性水库陆续发

挥功能，更是显著改变了下游荆江的防

汛形势。通过水库群联合调度，荆江河

段防洪标准已从不到‘十年一遇’提高

到‘百年一遇’。”

“近几年荆江安澜从容，需要全员

上堤防汛的场景几乎没有了。”艾国

臣说。

尽管近几十年未被启用，荆江分洪

工程仍然是守护荆江安澜的重要水利

枢纽。每年汛期前，太平口北闸都会组

织开展闸门启闭演练，防备洪水。

“闸门启闭演练演习现在开始。”11

日上午，随着一声令下，2023年度北闸

分洪演练拉开序幕。

当日，荆江防汛机动抢险队、荆江

分洪进洪闸（北闸）组织60余人，在北闸

使用手动、网电两种开启运行方式，分5

次完成闸门启闭演习，保障北闸52孔闸

门运行安全可靠。

（新华社武汉7月12日电）

近日，司法部“2023 法治乡村基层

行”采访调研活动首站来到北京市密云

区，记者深入密云基层村镇，记录法治

建设助力乡村治理的生动实践。

密云区大城子镇苍术会村依山傍

水，早年松柏成林，故称苍松会，后因附

近产中药材苍术演变为苍术会。在村

中漫步，一栋栋村居错落有致，门前院

落点缀着应季花草，恬静又充满生气。

在村委会大院，记者见到了“法律明

白人”于龙。“有事儿您就问，千万别跟我

客气。”他微笑着说道，话语中透露着质朴

与温和，迅速拉近了与记者的距离。

于龙今年63岁，是村里的老党员，

去年开始他多了一重身份，成了村里的

“法律明白人”。2021年，中宣部等多部

门联合印发《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

作规范（试行）》，所谓“法律明白人”，是

指具有较好法治素养和一定法律知识，

积极参与法治实践，能发挥示范带头作

用的村民。

像全国383万余名乡村“法律明白

人”一样，于龙活跃在田间地头，谁家两

口子闹别扭了他去调解，谁家兄弟俩闹

矛盾了他去说和，是村里的“大忙人”，

更是村民们口中的“解忧人”。

除了调解矛盾纠纷，于龙还是社情

民意信息员、政策法规宣传员。

“大爷，在院儿外面搭棚子养鸡养

鹅可不成，邻里街坊反对先不说，这多

影响村容村貌，您看我帮着在院儿里搭

一个行不行？”苍术会村一位70多岁老

人在自家院外违规搭建了一个鸡棚，村

里之前也做过几次工作，但老人拒绝配

合、不愿拆除。

于龙和其他村干部一起六次上门，

讲政策讲规定、聊发展聊对策，最终老

人被于龙和其他村干部锲而不舍的精

神所感动，也想通了乱搭乱建的不合理

之处，最终同意拆除鸡棚。

“老于为人不错，说话也在理，他说

的话我们爱听。”苍术会村村民这样评

价他。

苍术会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蔺占军说：“‘法律明白人’对村里的家

长里短比较了解，与村民沟通起来更顺

畅，在村里也有一定的威信，在纠纷调

解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对乡村“法律明白人”来说，要当好

政策法规宣传员、矛盾纠纷调解员，自

己首先要懂法守法。2022 年密云区司

法局制定乡村“法律明白人”培育工作

方案，组织专题培训班等提高“法律明

白人”法治素养。

此外，密云区还借助“外脑”，衔接

专业律师事务所与行政村建立一对一

帮扶机制，助力法治乡村建设。于龙的

手机通讯录里存有对口帮扶苍术会村

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电话，

遇到法律问题于龙就会打电话请教，律

所也定期到村里开展义务法律咨询和

普法宣传。

苍术会村村委会门外，一排由法律

法规、村规村约、典型案例等宣传栏组

成的法治长廊引人注目。“茶余饭后村

里的男女老少都会来转转，看到典型案

例还会讨论上几句，这反倒比开大会作

普法宣讲效果更好。”蔺占军对记者说。

村里的法治环境越来越好，发展机

遇也越来越多。今年，苍术会村引进的

一家民宿正式营业，民宿老板告诉记

者，选择苍术会村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

自然禀赋，淳朴的民风和法治建设的浓

厚氛围也是重要考量。

“现在村民懂法了，工作也好开展

得多，今年上半年村里有五件纠纷，经

过调解都成功化解了。”于龙说。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新华社贵阳7月12日电（记者 罗

羽）12日，2023年民体杯全国龙舟、独竹

漂比赛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镇远古城拉开帷幕，来自全国的 353 名

运动员将进行为期两天的水上竞技。

上午8时，镇远古城区人头攒动、热

闹非凡，花灯戏、“三月三”、板凳舞、踩鼓

舞……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 22 个方阵

鱼贯而至，各方阵队伍通过“山水福地·

千年镇远”“商贾文化”“民族民间文化”

等篇章全方位展现镇远深厚的历史文

化、古商文化及绚烂的民族民间文化，特

别是100名壮汉共抬3000斤大龙头游行

的画面，很是震撼。行进中，各方阵队员

与现场群众互动，全民沉浸在欢乐的民

俗文化盛宴中。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副

司长张剑辉宣布赛事开幕。现场还进行

了精彩的民族文艺展演、无人机彩烟、水

上飞人表演。

开幕仪式结束后，11 支龙舟队和 7

支独竹漂代表队共 353 名运动员，同场

竞技，踏浪飞奔。全国龙舟比赛设有直

道竞速500米、200米竞赛项目，独竹漂

比赛设置200米、100米竞赛项目。

赛事期间还将举办镇远古城第三届

“㵲水音乐节”，镇远县非遗活态展演，蹴

球、押加、高脚传统民族体育展示体验，

“镇有心意”农特产品展销会及贵州青酒

品鉴展销会，河灯祈福，龙文化非遗蜡染

体验等文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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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龙舟、独竹漂比赛
在 贵 州 镇 远 开 赛

中国第13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出征

太 平 口 上 话 安 澜
新华社记者 李鹏翔 李思远 田中全

“法律明白人”成为村民“解忧人”
——北京密云法治乡村建设见闻

新华社记者 冯家顺

内蒙古多措并举开展农业抗旱救灾

为户外劳动者送上“清凉”

计划2030年前实现登月开展科学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