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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东辉
杨 光

6月初，我市遭遇持续高温
天气，降水偏少导致土壤表层缺
墒，给秋作物播种和苗期生长带
来不利影响。针对本次高温天气
及旱情，我市上下多措并举，全
力保障夏种工作顺利进行。

6月20日下午，记者在舞阳
县保和乡看到，这里的万亩良田
郁郁葱葱，玉米苗长势喜人。记
者了解到，从6月1日开始，舞
阳县保和乡通过马岗应急引调提
水工程及时将甘江河水引入灌
渠，使该乡2.4万亩良田得到有
效灌溉，迅速缓解了旱情。该工
程自 2019 年正式投入使用以
来，助力保和乡实现农作物持续
高产稳产、旱涝保收。

大旱之年灌渠派上
大用场

走进保和乡，一望无垠的农
田内，一排排绿油油的玉米苗和
烟叶生机勃勃。一条灰白色的灌

渠在农田内蜿蜒穿梭、时隐时
现，优美的田园风光令人心旷神
怡。

“刚收完麦子，灌渠就开始
放水，持续了半个多月。你们
看，我家的玉米苗都一拃多高
了，长势叫人高兴。”在玉米地
里察看苗情的村民何军德笑着
说，今年虽遇大旱，但灌渠帮了
大忙，收完小麦直接种上玉米，
连浇两遍水，地里不缺墒。

在保和乡孟庄村，见到记者
来采访，村民纷纷围了过来。大
家你一言、他一语，抢着发表意
见。

“今年我们村能及时浇地，
还是县里和乡里组织给力，提前
对灌渠进行了清淤疏通。放水后
还有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有啥
问题在地头就能及时解决，保障
了抗旱浇地。”村民连彦平高兴
地说。

孟庄村有种植烟叶的传统，
目前全村有300余亩烟田。种烟
大户陈松宇今年种了100多亩烟
叶。（下转02版）

一 渠 碧 水 润 良 田

■罗 平
近段时间以来，我市持续高

温少雨，给农业生产带来诸多不利
影响。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主动扛
稳责任，加强旱情分析、科学调配
水源，及时组织动员干部群众抗旱
灌溉，全力保障秋作物播种和生
长，打牢秋粮丰收的基础。

2017年开工、2019年投用的
舞阳县保和乡马岗应急引调提水
工程，以及2015年开工的龙泉水
源灌溉工程，在今年复杂严峻的
天气条件下，充分发挥了应急灌
溉的作用，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启示一：农田水利设施是农
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丰产丰收的坚

实支撑，其建设必须持之以恒、
常抓不懈。抗旱期间，舞阳县通
过马岗应急引调提水工程及时将
甘江河水引入灌渠，使保和乡2.4
万亩良田得到有效灌溉。正如村
民陈松宇所说“今年可算是感受
到了灌渠的好处。灌渠派上了大
用场。”面对今年的旱情，我市

强化抗旱灌溉水源保障，调度沙
河马湾拦河闸、五虎庙渠首闸等
闸坝，向泥河洼滞洪区、吴公
渠、颍河日调水 160 万立方米；
启动龙泉水源灌溉工程、文吴干
渠、范寨提灌站等水利灌溉设
施，日调水36万立方米，全力满
足农田灌溉需求。水利是农业的

命脉。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是打基
础、利长远的大事、好事。各级
政府和相关部门一定要常抓水利
设施建设不放松，确保其关键时
候能“派上大用场”。

启示二：因地制宜、科学高
效引进利用水资源，为农业生产
创造有利条件，（下转02版）

马岗应急引调提水工程带来的启示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6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4 年“鼓岭缘”中美青年交
流周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跨越百年的鼓
岭情缘是中美人民友好交往的
一段佳话，很高兴看到中美各
界青年相聚福州，重温鼓岭故

事，传承鼓岭情缘，增进中美
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习近平强调，青年最富有朝
气、最富有梦想，中美关系的
未来在青年。希望你们深入交
流、增进友谊，相知相亲、携
手 同 行 ， 把 中 美 友 好 传 承 下
去，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贡献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
道共筑和平、共促进步、共创
繁荣。

2024 年“鼓岭缘”中美青
年交流周当日在福建省福州市
开幕，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福建省人民政府、中华全
国青年联合会举办。

习近平向2024年“鼓岭缘”
中美青年交流周致贺信

保和乡马岗村村民在田内劳作。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军亚） 6
月 24日，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
第136次周交办会议召开，传达
上级有关会议、领导指示批示精
神，安排近期重点工作。市长黄
钫主持并讲话。

黄钫指出，要强化经济运行
调度，对标对表“双过半”目标
任务，分析主要经济指标数据背
后工作支撑情况，用足用好上级
各类支持政策，扎实做好实体工
作，持续好的发展态势。要加快
推进项目建设，用好“四大办”
统筹会商、重点项目视频调度等
机制，推动“三个一批”项目早
开工、早投产、早见效；推动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谋深做实第二批超长期特别
国债项目，不断提升项目成熟
度。要配合做好上半年省政府集
中督查工作，立行立改、举一反
三，确保问题如期彻底整改到
位。要打好夏季污染防治攻坚
战，压实网格化管理责任，加大
管控力度，提升工作质效。要办
好省定、市定民生实事，及时研
究解决存在问题，确保好事办
好、实事办实。要守牢安全稳定
底线，统筹做好保交楼、房屋征
收安置、电动自行车管理、防汛
抗旱等工作，着力营造安全稳定
的环境。

周新鹤、李威、乔彦强、马
明超、李中华、周剑、吴玉培、
荣之光等出席会议。有关市领导
对本周重点工作进行了交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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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和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一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
十七次院士大会2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科
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
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必
须充分认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锚定2035
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加
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李强主持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赵乐际、王沪
宁、蔡奇、李希出席。

上午10时，大会开始。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
曲》，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的决定》。

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的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和清华大学薛其坤院士颁发
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在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加
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有
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我国基础前沿研究实现新突破，战略
高技术领域迎来新跨越，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
效，科技体制改革打开新局面，国际开放合作取得新进展，
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习近平强调，在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实践中，我们不断
深化规律性认识，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主要是：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创新引领发
展，坚持“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创
新活力，坚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坚持培育创新文
化，坚持科技开放合作造福人类。这些经验必须长期坚持并
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
局。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必须进一步
增强紧迫感，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抢占科技竞争和未
来发展制高点。

习近平强调，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完善党中
央对科技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构建协同高效的决策指
挥体系和组织实施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调动产学研各环节的积极
性，形成共促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工作格局。加强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建设，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鼓励自由探索，
筑牢科技创新根基和底座。

习近平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
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

（下转04版）

全国科技大会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在京召开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

强则国家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
能。必须充分认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
标，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李强主持 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

6月24日，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和中
国科学院第二十一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七次院士大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的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 （右） 和清华大学薛其坤院士
（左）颁奖。 新华社记者 鞠 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