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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
者 陈炜伟） 尽管今年面临新冠肺
炎疫情等多因素影响，我国夏粮生
产仍获丰收，产量创历史新高。

国 家 统 计 局 15 日 发 布 数 据 ，
2020 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14281 万吨
（2856亿斤），比2019年增加120.8万
吨 （24.2 亿斤），增长 0.9%。其中，
小麦产量 13168 万吨 （2634 亿斤），
比 2019 年 增 加 75.6 万 吨 （15.1 亿
斤），增长0.6%。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李锁强
介绍，2020 年夏粮播种面积略减，
但单产有所提高，全国夏粮生产再
获丰收，产量创历史新高。夏粮单

产提高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气候条
件总体有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
另一方面是田间管理加强，后期病
虫害得到有效控制。尽管新冠肺炎
疫情对小麦返青期间田间管理、农
资供应等产生一定影响，但后期各
地加强了农资调运和小麦田间管
理，总体看疫情对小麦生产未产生
大的影响。

“夏粮生产再获丰收，奠定了稳
定全年粮食生产的基础，为继续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增强了信心，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
步夯实了基础。”李锁强说。

我国今年夏粮生产再获丰收

■苏晓洲 刘良恒
城镇新增就业 1352 万人，农村贫

困人口减少 1109 万，贫困发生率降至
0.6%……过去的一年中，党带领全国
人民书写出一份创造美好生活、奔向
全面小康的精彩答卷。

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
贫攻坚之年。要彻底实现中华民族千
百年来为之奋斗的这一梦想，还有一
些“硬骨头”要啃：从人群看，主要
是老弱病残贫困人口；从区域看，主
要是深度贫困地区；从领域看，主要
是 生 态 环 境 、 公 共 服 务 、 基 础 设 施
等。

木桶理论告诉我们，组成木桶的
木板如果长短不齐，那么木桶的盛水
量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实现全面小
康尚存的一些“硬骨头”，正是我们
的“短板”。有目标才更有动力，我
们迫切需要盯着“长板”补“短板”。

补 “ 短 板 ”， 需 要 抓 住 主 要 矛
盾 。 值 此 决 战 决 胜 全 面 小 康 关 键 时
刻，要一鼓作气，尽最大努力把扶贫
工作重心向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
群众转移，着力解决当前精准扶贫工
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此外，还
要不断巩固已经取得的扶贫成果，坚
决杜绝“数字脱贫”“报表脱贫”等

形式主义，防止脱贫户返贫和边缘户
掉队。

补“短板”，需要借鉴“长板”经
验。“长板”之所以“长”，固然有其
先天优势和各方面有利条件，但与后
天奋斗有直接关联。在帮扶重度贫困
地区时，有必要学习、借鉴“长板”
的“长”综合施策，有效激发贫困地
区和贫困群众奔小康的内生动力，增
强 致 富 技 能 ， 让 扶 贫 效 果 更 巩 固 持
久。

补“短板”，需要科学辩证施策。
“补”要秉持科学动态思维和长远眼
光 ， 不 能 刻 舟 求 剑 、 形 而 上 学 。 例

如，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的同时，
要 着 手 开 展 农 村 人 口 素 质 教 育 ； 借

“脱贫摘帽”之机，大力加强农村基
层组织建设、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培
育乡村经济促进充分就业等。

啃下“硬骨头”，把“短板”补
长，我们走向小康生活的步伐将更加
坚实、有力。

据新华社电

盯“长板”补“短板”实现全面小康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
张辛欣） 记者15日获悉，工业和信
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三
部门定于今年下半年开展新能源汽
车下乡活动。活动期间地方政府将
发布有关政策，参与汽车企业将发
布活动车型和优惠措施。

据悉，本次活动委托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组织实施，旨在促进农村
地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引导农
村居民出行方式升级，助力美丽乡
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北京新能
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的多款车型
参与活动。

三部门联合组织开展
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
孙少龙） 记者 15 日从民政部获悉，
民政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
加快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
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要求推动各
地改善老年人居家生活照护条件，增
强居家生活设施安全性、便利性和舒
适性，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质量。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
达 25388 万人，占总人口的 18.1%。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老年人
对居家养老等多元化养老方式的需
求也日益提升。

对此，指导意见明确了两个阶
段的目标任务：今年年底前，采取
政府补贴等方式推进符合条件的特
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居家适老化
改造；“十四五”期间，继续实施特
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
造，创新工作机制，加强产业扶
持，激发市场活力，加快培育居家
适老化改造市场，有效满足城乡老

年人家庭的居家养老需求。
针对改造项目内容，指导意见

制定了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
和老年用品配置推荐清单，明确了
地面防滑处理、安装床边护栏等7项
基础类项目和房门拓宽、配置护理
床等23项可选类项目，指导各地针
对老年人多层次的改造需求，合理
确定本地区改造项目内容，明确相
应的补贴方式。

针对特殊困难老年人群体，指
导意见明确，各地要对特殊困难老
年人最急需的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
通过财政补贴、社会捐赠等方式予
以必要支持。将符合条件的服务事
项列入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指导性目
录，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组织、爱
心企业等社会力量捐赠支持。

此外，指导意见还强调，各地
要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际
出发，因地制宜加快推进，不搞一
刀切，不搞层层加码，杜绝脱离实
际的“形象工程”。

2亿多老年人口迎来居家
适老化改造工程“提速”

新华社福州 7 月 15 日电 （记者
李 清 华 刘 小 红） 继 先 期 出 动 多

支部队投入赣、皖抗洪一线后，东
部战区陆军依令再次抽调精锐力量
1.6 万余人紧急增援江西九江、上饶
等地区。截至 14 日晚，各任务部队
全部到达任务地区，该战区陆军 2.3
万余名官兵奋战在长江、鄱阳湖沿
岸 26 个县 （市、区），全力保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第 73 集 团 军 此 次 出 动 7200 余

人，其中既有担负战区应急力量的
某工化旅，也有曾在 98 抗洪中荣获

“ 抗 洪 抢 险 英 雄 营 ” 荣 誉 称 号 的 英
雄部队，他们将在上饶、南昌等地
防汛抗洪。第 71 集团军、第 72 集团
军共增派 8600 余人，加强九江方向
防汛抗洪。

在 九 江 庐 山 市 ， 东 部 战 区 陆 军
某舟桥旅官兵利用无人机对渗水区
进行航拍定位，绘制地形图，展开
现有圩堤抗渗透检测，对汛情风险
进行精确评估、精确用兵。这个旅
是国家级抗洪抢险专业队伍，拥有
专 业 人 才 技 术 储 备 和 丰 富 实 战 经
验。针对汛区泥土因持续浸泡黏性
低、易垮塌的问题，他们专门配备

了砂性土，用于加固、修筑高风险
堤坝，以应对洪峰挑战。

东 部 战 区 陆 军 此 次 出 动 部 队 均
曾执行过抗洪任务，各部合理编组
人员，充分发挥官兵抗洪经验。据
了 解 ， 为 做 好 此 次 防 汛 抗 洪 工 作 ，
东 部 战 区 陆 军 成 立 应 急 指 挥 协 调
组 ， 赴 防 汛 一 线 开 展 指 挥 协 调 工
作。

东部战区陆军再次抽调1.6万余人增援抗洪一线

武警江西总队上饶支队的官兵在泥水中开挖导渗沟（7月14日摄）。
在位于江西省余干县古埠镇的齐埠联圩上，武警江西总队上饶支队的60名战士

头顶烈日，挥汗如雨，在泥水中处置一处堤坝坍塌险情。 新华社记者 万 象 摄

7月14日，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苗儿滩镇，当地民兵在
防洪演练中装填、转移沙袋（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南昌 7 月 15 日电 （记
者 陈毓珊） 15 日下午，由应急管
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
急 向 江 西 调 拨 的 折 叠 床 、 毛 巾 被 、
毛 毯 、 帐 篷 等 15000 余 件 （套） 救
灾物资，从江西省救灾物资储备库
发 出 ， 运 往 九 江 市 永 修 县 、 彭 泽

县 ， 南 昌 市 西 湖 区 、 红 谷 滩 新 区 、
南昌县，以及萍乡市等地，支援各
地防汛救灾和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工
作。

截至 7 月 14 日 21 时 30 分，洪涝
灾 害 已 造 成 江 西 642.4 万 人 受 灾 ，
紧急转移安置 65.4 万人，需紧急生

活 救 助 25.9 万 人 ， 倒 塌 房 屋 1494
间，严重损坏房屋 2767 间。

记 者 从 江 西 省 防 汛 抗 旱 指 挥 部
获悉，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
利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加紧
对 江 西 防 汛 抢 险 工 作 的 指 导 支 持 ，
先后三次给江西紧急调拨各类防汛

物 资 ， 其 中 毛 巾 被 25000 床 、 毛 毯
15000 床 、 折 叠 床 15000 张 ， 帐 篷
7000 顶、编织袋 800 万条、应急照明
灯 1000 套 、 复 膜 编 织 布 500 万 平 方
米、钢丝网兜 1 万个，铅丝网片 1 万
片、机油 500 箱、玻璃钢冲锋舟 190
艘。

多部门向江西紧急调拨各类防汛物资

■新华社记者 高 敬
14 日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再次

遭遇强降雨。南方暴雨什么时候停？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的雨情如何？
中国气象局 15 日举行汛期专题新闻发
布会，对近期天气热点问题进行了回
应。

一问：近期长江中下游
强降雨持续到何时？

中央气象台台长王建捷说，15日至
16日长江流域还会出现降水，与前期7
月4日至10日的降雨过程相比降雨强度
减弱。

17 日至 20 日，将有新一轮较强降
雨过程，最强时段主要出现在 18 日至
19日。长江流域出现自西向东的过程性
降水，影响范围比较大，还会涉及江
淮、黄淮等区域，带来暴雨或局部大暴
雨。

她说，未来 10 天，长江上游和淮
河流域降水比较频繁，长江沿江和两湖
出现汛情的地方要特别注意降水的影
响，在川渝陕甘交界处、淮河流域要注
意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的洪涝气象风
险。

她介绍，7 月 20 日以后，雨区北
移，长江中下游强降水趋于结束。

二问：南方暴雨有多大？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

副司长、新闻发言人王志华说，6月以
来（截至7月14日）我国总体偏涝，全
国平均降雨量为172.7毫米，较常年同
期偏多12.1%。

一是暴雨过程多，持续时间长。6
月以来，南方地区出现7次大范围强降
雨过程，64%的县 （市） 出现暴雨天
气。从6月2日开始，中央气象台连续
41 天发布暴雨预警，为 2007 年气象灾
害预警信息发布制度建立以来时间最
长。

二 是 雨 区 重 叠 度 高 ， 累 积 雨 量
大。湖北、重庆降雨量为历史同期
最多，安徽、贵州为历史同期第二
多，江西、浙江、江苏为历史同期
第三多。湖北黄冈、安徽安庆和黄
山、江西上饶和景德镇、浙江杭州和
衢州等地超过 1000 毫米，安徽黄山
达 1554 毫米，江西上饶婺源达 1539
毫米。

三是单日雨量大，极端性强。有10
县 （市） 日雨量突破历史极值，52 县
（市） 突破当月历史极值。最大日降雨
量为538毫米，出现在江西莲花山；最
大小时降雨量为163毫米，出现在贵州
正安县碧峰镇。

四是部分流域降雨明显偏多。6月
以来，长江流域降雨量410.4毫米，较
常年同期偏多48.3%，为1961年以来历
史同期最多。淮河流域、松花江流
域、黄河流域降雨量也比常年偏多。
辽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降雨
量偏少。

三问：“七下八上”雨情
汛情如何？

王志华介绍，预计“七下八上”期
间（7月16日-8月15日），我国降水总
体呈现“北多南少”空间分布。我国东
部主雨带呈现明显阶段性变化特征，7
月中旬末，主雨带位于长江与黄河之
间，降水强度强；7 月下旬至 8 月上
旬，主雨带将北抬至黄淮、华北至东北
中南部地区。

这一期间，多雨区主要位于东北
大部、华北、黄淮、江汉、西南地区
北部、西北地区东部和中北部、东南
沿海等地，其中华北东部、黄淮东
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
北地区东南部和北部部分地区偏多2至
5成。内蒙古东北部、江南中西部偏少
2至5成。

他表示，“七下八上”期间，需加
强淮河流域北部、黄河中下游、海河流
域、辽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防汛工作；
加强西南地区北部和西北地区东部及南
部山洪地质灾害防范。

四问：鄱阳湖情况如何？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杨军介绍，
近期鄱阳湖连续遭受强降水袭击，造成
了鄱阳湖多处决堤。监测显示，7月14
日6时，鄱阳湖主体及附近水域面积达
4403 平方公里，较历史同期平均值

（3510平方公里）偏大2.5成。五大支流
入湖口湿地，鄱阳县昌江和潼津河、千
秋河区圩堤决口导致耕地和村庄大面积
被淹。

他表示，根据卫星连续监测，近日
鄱阳湖地区的强降水逐渐弱化，水位正
逐渐下降。但是未来长江上游仍有强降
水过程，长江九江段水位将持续超警，
对鄱阳湖水位具有顶托作用，延缓退水
速度，相关圩堤仍面临较大压力。建议
保持鄱阳湖周边圩堤巡查力度，加强圩
堤除险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鄱阳湖周
边需要加强险情的排除，确保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

五问：近期台风会不会
登陆？

王志华说，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
及南海共有2个热带气旋生成，其中1
个登陆我国，均较历史同期偏少。2号
台风“鹦鹉”6 月 14 日在广东阳江登
陆，是今年以来我国首个登陆台风，生
命期较短、强度较弱。

他说，预计“七下八上”期间，在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个数
为 3 至 4 个，较常年同期 （5 个） 略偏
少，台风活动从 7 月下旬后期开始活
跃。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为 2 至 3 个，
较常年同期 （2个） 略偏多。台风路径
以西北行为主。华南和东南沿海要做好
防台风各项准备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南方暴雨何时停“七下八上”如何度汛
——聚焦近期天气热点问题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
胡浩） 2020 年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
热线电话15日正式开通，学生与家
长如有高校资助方面的问题，可通
过热线电话进行咨询。

今年是教育部开通高校学生资
助热线电话的第16年，电话号码为
010-66097980 和 010-66096590。为
了更好地服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
家长，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2020

年，教育部将热线电话受理时间延
长一周，具体受理时间为 7 月 15 日
至9月18日8:00至20:00，是历年来
开通时间最长的一年。教育部同时
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各中央高
校及地方高校全面开通2020年高校
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教育部提醒，开学前后是诈骗
高发期，同学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2020年教育部高校学生
资助热线电话正式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