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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珲 春 市 住 建 局 的 用 地 申

请，珲春市自然资源局拟将位于东

关路东 、新华街北 18974.91 平方米

国有储备土地以划拨方式供应给珲

春市住建局，用于建设苗圃项目。

在 公 告 发 出 的 10 日 后 办 理 供 地

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孙先生 朱女士

联系电话：0433-7512786

珲春市自然资源局
2023年8月12日

作为各场馆在杭州亚运会前的“模

拟考”，“韵味杭州”系列赛不仅检验着

杭州亚运会筹办工作的进展，同时也考

验着各场馆运行团队的实战水平。

记者从杭州亚组委获悉，随着“韵

味杭州”2023年全国竞速小轮车锦标赛

上月底在淳安界首体育中心落幕，历时

两年的“韵味杭州”系列赛圆满结束。

2021 年 7 月 9 日，“韵味杭州”2021

田径邀请赛在杭州奥体中心主体育场

“大莲花”开赛，这是该场馆在建成后迎

来的首项赛事，同时也拉开了“韵味杭

州”系列赛的序幕。

“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按照国际性赛

事相应的标准和等级执行，比如所有的

器械都按照世界田联的标准进行采购、

认证和安装，又比如观众、运动员、裁判

员等不同人员都设置了不同的动线。”

负责邀请赛场馆设施运行、运维的工程

师金赞桥说。

事实上，按照亚运会正赛标准，进

行全流程、全要素演练及赛后复盘，及

时发现问题并整改，是每个场馆运行团

队在赛事筹备初期就定下的目标。

去年 8 月至 9 月，全国体操系列赛

（全国艺术体操冠军赛、全国体操锦标

赛、全国蹦床冠军赛）在杭州黄龙体育

馆进行。比赛按照承办亚运会的标准，

全要素参与、全流程演练，得到了参赛

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致好评。

“这次冠军赛的场馆就是亚运会比

赛场馆，特别贴近国际比赛的氛围和环

境。”艺术体操国家队教练孙丹说，这样

的比赛环境，达到了锻炼运动员的目

的。

进入2023年，“韵味杭州”系列赛举

办频率更高，从 3 月份到 7 月份共举办

各项系列赛50多场，赛事层级从国家级

到国际级。

作为亚运会比赛里唯一人与动物

共赛的项目，马术比赛中的马匹也是

“运动员”。这群特殊的“运动员”，怎

样才能安全地来到杭州亚运会的赛

场？今年 5 月，近 50 匹参赛马匹从荷

兰阿姆斯特丹启程，历经近 13 个小时

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在桐庐新合

进境动物隔离场完成30天的隔离检疫

后，它们出现在了“韵味杭州”2023 首

届中国杭州（桐庐）国际马术公开赛的

赛场上，来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实战

演练”。

桐庐马术中心运行团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通过赛事的举办达到“检验场

馆、锻炼队伍、有序运行、高效联动”的

工作目的，对马术项目办赛各环节、各

领域系统开展全方位、全流程、全要素

测试，为亚运马术正式比赛做好准备。

对场馆设施设备、服务水平的评

判，参赛运动员最有发言权。汪顺参加

完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韵味

杭州”全国游泳冠军赛后说：“这是我游

过三届亚运会以来，体验最好的一个场

馆。”

“韵味杭州”系列赛期间，场馆运行

团队贴心周到的服务也获得了许多运

动员的认可。“接待人员非常热情，在这

里我真切感受到了什么是‘宾至如

归’。”发出这句由衷称赞的，是内蒙古

女选手许心怡，她在参加完“韵味杭州”

2023 年淳安全国铁人三项冠军杯系列

赛后，还特意写信感谢场馆团队的优质

服务。

据悉，随着“模拟考”全部交卷，各

竞赛场馆将陆续进入封闭管理期，为迎

接杭州亚运会的到来做最后的准备。

（新华社杭州8月11日电）

强降雨近日侵袭龙江大地，引发洪

涝、地质灾害。黑龙江省各级党委、政

府团结各方力量，第一时间做好应急抢

险救援工作，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快速

恢复灾区生产生活，切实把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放到第一位，全力打赢防汛

救灾“遭遇战”“主动仗”。

闻汛而动 众志成城抗洪灾
近期，黑龙江省多地连续遭遇强降

雨天气，防汛抗洪抢险形势严峻。全省

立即行动，与时间赛跑，救助遇险群众、

全力排除险情。

8 月 5 日，牡丹江市

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牡丹江市二

发电小区有 3 名群众被

内涝围困，其中两人双

腿不便、无法行走。

时间就是生命。

指挥中心立即调派

1车8人携带救援装备赶

往现场。社区周边积水

已齐腰深，车辆无法靠

近。救援人员徒步涉水

两公里到达被困人员所

处位置，接力将两名腿

部 残 疾 人 员 背 至 安 置

点。

8月4日18时，蚂蚁

河 延 寿 水 文 站 水 位 达

100.32 米 。 当 日 22 时

许，黑龙江省延寿县延

寿镇南堤防出现溃口，

延寿县主城区部分区域

被淹。

“4日晚上8点，我们

接 到 通 知 疏 散 平 房 居

民，连夜给200多户居民

打电话，挨家挨户敲门

通知居民尽快转移。”延

寿镇团结东社区党总支

书记赵秀媛说。转移群

众、运送物资……已连

续奋战多日的赵秀媛声

音嘶哑，眼中带着血丝，

仍 坚 持 在 抗 洪 抢 险 一

线。

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在黑龙江省本次灾

情较重的哈尔滨、牡丹江两地，各界众

志成城、齐心协力抗击洪灾。截至8月

9日，解放军、武警、消防救援队伍、民兵

及社会救援力量5515人支援哈尔滨市

抗洪救灾；牡丹江市累计投入各方力量

13167人次，大型设备594台套，转移被

困人员10194人，抢险806处。

暖心安置 打造受灾群众
“临时的家”

“来，您把盒饭拿好，这还有馒头。”

8月9日17时许，在黑龙江省五常市时

代中学安置点，五常市铁路学校校长张

晓红正带着学校教师为群众发放晚餐，

盒饭从保温箱中拿出来交到群众手中

时，还带着热乎气儿。

据介绍，五常市将市内两所中学改

为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并成立转移安

置组、物资保障组、卫生管理组、心理疏

导组、医疗救治组和后勤保障组，为受

灾群众开展多方位服务。五常市沙河

子镇大柜村村民王洪芹说，“这里吃住

有保障，水果牛奶都给发，就等着水退

了回家。”

8月10日中午，黑龙江省海林市长

汀镇飘起蒙蒙细雨，村民陆续来到当地

一所学校，这里是他们“临时的家”。记

者在此看到，每间教室内摆放着若干张

床，上面铺着整洁干净的床品，走廊两

侧整齐摆放着矿泉水、方便食品等物

资。

长汀镇居民周振波

说：“我们在安置点一切

都好，这里就像一个大家

庭，政府的周到安排让我

们感到十分温暖。”说话

间，周振波为记者展示了

他们的午饭——红烧肉、

黄瓜炒鸡蛋、炒洋葱和米

饭。

据统计，截至 8 月 9

日12时，黑龙江省紧急转

移安置人口187493人，其

中，五常市共设立68个安

置点，累计转移18个乡镇

138个村53699人。

合力重建 让群
众早日重返家园

8 月 9 日，在黑龙江

省海林市 110 千伏长海

输电线路抢修现场，一架

直升机吊装起沉重的输

电铁塔，运送到指定地

点。

这个输电铁塔处于

河流中心岛位置，无法使

用常规起重设备。国家

电网公司迅速从国网辽

宁电力、国网空间技术公

司等单位调配直升机支

援黑龙江，解决输电铁塔

吊装、运输等问题。

随着洪水消退，灾区

恢复生产生活工作在黑

土地迅速展开。

黑龙江省洪涝灾区

积极组织、协调各方力

量，持续开展电力、通信恢复，道路抢

修，过水村屯消杀等工作，加速推进灾

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8 月 9 日下午，在黑龙江省尚志市

政府附近，洪水退去后的清淤工作正在

有序进行。几辆铲车铲起道路上的淤

泥，倒进一旁的翻斗车中。

尚志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副局

长梁超说：“现在都在压茬作业，只要水

一排出，露出的部分就立刻开始清淤，

目前已完成约70%的清淤工作。”

当前，今年第6号台风“卡努”或将

影响黑龙江，雨情、汛情、灾情形势严峻

复杂。黑龙江省各级各部门将以最高标

准、最严要求、最快速度做好防汛防台风

各项工作，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记者 李建平 刘昊东 刘赫垚 张

玥 杨思琪 王鹤）

（新华社哈尔滨8月11日电）

夏秋时节的八月，沈阳南部苏家屯区八一街道来

胜村的千亩稻谷田里，轻风送来阵阵稻香。稻田旁一

位长得精瘦、说话诙谐幽默的干练老头，正在和村民

们拉着家常。

老头 58 岁，名叫宋庆良，2007 年当选来胜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外人眼里，宋庆良是远近闻名

的致富带头人，但人们也许想不到，上任之初的他曾

遭到村民们的普遍质疑。

老宋上任伊始的信任危机，源自对几十年传统的

“背叛”。

20 世纪 50 年代，来胜村水稻风光一时。但到了

80 年代，规模小、没品牌的来胜水稻种进了死胡同。

村民于广文清楚记着 2007 年刚嫁来时的苦日子，“一

亩地，费劲巴力忙活一年才剩300 块钱。”

“得先让大家富起来，扣大棚种瓜果蔬菜产出高、

效益高，能让农业种植走出传统，乡亲们不用再靠天

吃饭，还能多赚钱。”抱着这种想法，宋庆良带领村委

会一班人多地取经，带回了“设施农业”四个字。

哪想到，村民的抵触超出预想。“懒得干，能多赚

几个钱？”“老实种地得了，别弄花里胡哨的！”“紧巴日

子哪来闲钱？”……一时间，各种质疑冲向老宋。

面对这些质疑，宋庆良选择用行动来回答。没

钱，宋庆良就一趟趟跑信用社申请贷款；懒得干，宋庆

良就一家家动员，找爱干的先带头；作物卖不出去，宋

庆良主动联系销售企业。第一笔钱揣到口袋里时，村

民们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

如今的来胜村也从村集体负债100多万元的贫困

村，变成村集体存款超过500万元的富裕村。3000亩大

棚年产值3500万元；4000亩高标准水稻年产520万斤；

150亩采摘园每年吸引游客过万人。曾感叹“没盼头”的

于广文打理着2个温棚和2个冷棚，“油麦菜、油菜十几

天一茬，一棚能卖三四万元，一年能赚十几万元。”

来胜村水好、土好，乡亲们有浓厚的水稻情结。带

领村民富起来的宋庆良感悟到，农民的看家本领不能

忘，在增收致富的同时，自己的“饭碗”也要端牢。

2013 年他出其不意地杀了一记“回马枪”：种高标准优

质水稻。

这一次，村民们选择无条件支持宋庆良。

要种好水稻，来胜人有三个“法宝”：藏粮于技、规

模经营、电商销售。

2013 年，苏家屯区为来胜村派驻村工作队时，结

合产业实际选择了辽宁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驻点

科技特派员李跃东一头扎进稻田，选择适宜技术、普

及农技知识。10 年间，李跃东共为来胜村培养科技带

头人35人，技术骨干力量420 人。

稻香引来金凤凰，来胜村引进了深圳的一家米业

公司搞起规模经营。为让村里的农产品卖得更好，来

胜村驻村第一书记关俊龙带头接通电商产业链，让稻

米、棚菜及其深加工产品俏销全国。农户、生鲜公司、

批发市场的产业组合，让农产品从田间地头送至北

京、河北等地的餐桌。

“做起电商，销路不愁了，还吸引了 50 多名大学生

回村创业。”宋庆良自豪地说。

（新华社沈阳8月11日电）

新华社石家庄8月 11日电（记者

冯维健）记者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11日

召开的“河北省防汛救灾暨灾后重建”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次特大暴雨过

程，洪涝灾害波及河北省110个县（市、

区）。全省将灾后重建作为重点工作，

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重建工作。

据介绍，此次洪涝灾害发生以来，

河北省先后出动抢险队伍95.9万人次，

救援人员昼夜奋战灾区抢险救灾和险

情处置，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救援

被困人员、救治伤员、搜救失联人员。

提前组织山洪地质灾害危险区、蓄滞洪

区和次生灾害影响区群众避险转移，全

省累计转移群众175.74万人，其中蓄滞

洪区97.84万人。

截至8月10日，河北省因灾死亡29

人，其中 6 人为先前失联人员，目前还

有 16 人失联，救援人员仍在全力搜

救。据统计，截至 8 月 10 日，河北省受

损道路阻断点位 2470 个、已恢复 2237

个；电力停运 10 千伏线路 1723 条、已

修复 1631 条，停运 35 千伏线路 31 条、

已修复 22 条，通讯退服物理基站 4251

个、已修复3563个，尚未恢复的正在全

力抢修中。

河北省将灾后重建作为重点工作，

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重建工作。今年9

月1日前，保证每一名受灾学生都能按

时开学返校；今年入冬前，确保受灾群

众能够回家或搬入新居、安全温暖过

冬；2024 年汛期前，全面完成水毁防洪

工程重建工作；2025 年汛期前，完成各

项重建任务。

路好，车比预想到得

早。碧空下，群山巍峨，

峰峦叠嶂。眼前，草甸苍

翠欲滴，生气盎然。

这里是位于大巴山

腹地的重庆市开州区满

月镇。8月8日，一辆辆汽

车穿行在盘山公路上，驶

向海拔 2000 多米的雪宝

山。晚上，一场“满月山

歌音乐节”在这里上演，

吸引了本地和周边大量

游客。

满月山歌是重庆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调优

美婉转，歌词富有变化，

深受百姓喜爱。

“哟依呦喂……家乡

的日子蜜蜜甜”“背来好

日 子 噻 ，一 起 奔 小

康”……满月山歌非遗传

承人、农民歌手凌发轩演

唱的《日子蜜蜜甜》《巴山

背二哥》，将音乐节推向

高潮。

“变了，变了，山歌变

样子了！”台上，精彩节目

正在上演；台下，男女老

少赞叹连连：山沟沟里传

唱的山歌变了样子。

日子好过了，歌唱的

内容也变了。

“以前的满月镇偏远

贫瘠，祖祖辈辈被大山阻

隔。”唱了 50 多年山歌的

凌发轩回想小时候说，那

时山歌的内容时常表达

生活和劳动的艰苦。如

今，日子越过越好，越来

越多的山歌内容变为赞

美好生活，歌唱好时代。

听闻家乡专门为山歌举办了音乐节，四川省

民歌艺术促进会会长陈万专门创作了一首《满月

山歌》。他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打赢脱贫攻

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山深处的变化翻天

覆地，歌声自然也流露着幸福喜悦。

唱的感受也变了，山歌越唱越自信。

“以前，劳动时饿了累了，就喊几句山歌提提

劲。”凌发轩说，山歌是劳动者最爱的歌谣，常用

来缓解疲劳，当地流行的“薅草锣鼓”，就是在劳

作时彼此鼓劲调侃。

“曾经唱劳动的艰苦，现在唱出了文化自

信。”陈万说。

以前，很多人认为山歌土，上不了台面。现

在，乡村传统文化越来越受重视。山歌在大山里

土生土长，体现了一方人从何而来、如何兴旺的

文化密码，具有鲜明的文化基因和顽强的生命

力。

如今，优秀的山歌创作层出不穷，对于山歌

的系统搜集、整理、研究也越来越多。

山歌登上音乐节，变身文旅“大主角”。

8月9日晚，距满月镇70多公里外的开州区

盛山广场上，另一场音乐节也拉开帷幕，开场不

是别的，还是山歌。

“山歌不土，山歌很潮！”来自四川省达州市

的游客刘巧儿说，印象中的音乐节都是年轻人喜

欢的摇滚、说唱等，没想到这次还能听到山歌。

将传统文化与时尚元素相结合，依托特色民

俗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是当地丰富文旅产品供

给、促进文旅消费的重要探索。重庆市文化旅游

委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挖掘地方特色文化内涵，

创作优秀的群众文化作品，文旅公共服务能更好

助力乡村振兴。

从大山深处唱到广阔天地，满月山歌的内容

之变、感受之变、角色之变，折射出当地乡村生活

越来越好、人气越来越旺、文化越来越自信的振

兴面貌。

（新华社重庆8月11日电）

杭州亚运会各场馆完成“模拟考”
新华社记者 夏亮 胡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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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游客在安吉余村的绿水青山间参观（无人机照片）。

8月初，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成功进行了首次“绿电绿证”交易，购买来自宁夏、黑龙江、安徽等地的光

伏和风力电621.2万千瓦时，购买“绿证”2878张，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2869吨，实现了全域“绿电”供应，标志着

余村向建设“零碳乡村”迈出重要一步。

近年来，余村积极贯彻“两山+双碳”理念，聚焦绿色低碳发展，创建全国首个全要素“零碳乡村”。从绿色

用能到零碳生活，绿色发展已成为余村发展的“金钥匙”。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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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河 北 将 用 两 年 时 间
完 成 灾 后 重 建 工 作来 胜 村 里 寻 稻 香

新华社记者 于也童 刘艺淳

安吉余村：全域“绿电”推进“零碳乡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