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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虚开报账资料、虚列会议

经费……近日，贵州省黔西南
州安龙县笃山镇王院村召开的

“一案一整改”警示教育会上，
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某某对套取办公经费7000余
元用于支付村干部违规吃喝费
用的行为作出深刻检讨。

“开展村（居）干部违规吃
喝专项整治，紧盯账本是重
点。”安龙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通过对村（居）办公耗
材、物资采购、会议支出、公务
接待等异常账目全面起底、痕迹
倒查、分析对比，及时发现违规
吃喝问题。同时以案促改，对案
件背后存在的监管短板及时完
善，目前已推动修订村（居）公
务接待、村（居）内部食堂管理
等3项制度。

除了紧盯账本，也需要紧
盯具体问题开展整治。黔西南
州贞丰县纪委监委深入开展违
规吃喝问题专项整治以来，督
促全县各级党委（党组）聚焦

“吃公函”、“吃老板”、“吃食
堂”、巧立名目吃喝、违规饮酒
等6类问题23种具体情形抓好
自查自纠，精准查处相关问题。

节假日是违规吃喝的高发
期，也是整治预防的发力期。

“马上放假了，大家都知道违规

吃喝干不得，纪律意识比以前
强多了。”“五一”节前，面对
前来回访的纪检监察干部，黔
东南州黎平县洪州镇六爽村党
支部书记石开秀有感而发。

这是黎平县纪委监委聚焦
村 （居） 干部违规公款聚餐、
超标准接待、酒后失德失范等8
个方面深化专项整治取得的初步
成效。“我们采取随机抽查、重
点核查、‘四不两直’等方式，
对公款吃喝、隐形变异的‘四风
’问题从严惩治，2024年以来全
县批评教育和处理114人次。”黎
平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
任杨静说。

“查处只是手段，治理才是
关键。”杨静介绍，黎平县纪委
监委坚持惩治防一体推进，紧
盯元旦、春节、侗年等假日节
点，通过开展集体廉政谈话、
通报典型案例、发送廉洁短信
等方式，打好节前“预防针”。

“违规吃喝是腐败问题的
‘催化剂’，必须集中发力、深
入纠治。”贵州省纪委监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一旦发现违规吃
喝问题，必须坚持风腐同查同
治。据介绍，2024年，贵州省
全省查处违规吃喝问题 965
个，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128
人。

新华社贵阳5月7日电

贵州靶向纠治村（居）
干部“舌尖上的腐败”

新华社莫斯科5月7日电 5
月7日，在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
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
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之际，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报》
发表题为 《以史为鉴 共创未
来》的署名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
成立80周年。在这“梨花开遍了
天涯”的季节，我即将对俄罗斯
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
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
同英雄的俄罗斯人民一道重温历
史、缅怀先烈。

1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赴俄
罗斯出席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
典，专门会见了18位俄罗斯老战
士代表，他们曾在苏联伟大卫国
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战场上
浴血奋战。老战士们的铮铮铁骨
和坚毅神情我至今难忘。在过去
几年里，加列耶夫大将、舒德洛
少将等老战士先后离世，我深切
缅怀他们。从将军到列兵，所有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建立卓
越功勋的老战士，我们都永远不
会忘记！英雄不朽，正气长存！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
俄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相互支
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难

时刻，苏联援华航空队在南京、
武汉、重庆等地“鹰击长空”、
阻击日寇，许多飞行员献出宝贵
生命。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最危
急关头，“东方佐尔格”——中
国共产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阎宝
航，向苏方提供第一手情报。烽
火岁月，苏联向中国提供大批武
器装备，中国也向苏联输送急需
战略物资，两国携手在大漠戈壁
开辟出一条国际“生命线”，为
支援彼此反法西斯战争发挥了重
要作用。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
凝结的深厚情谊，如黄河之水奔
腾不息，似伏尔加河宽广深沉，
成为中俄世代友好的不竭源泉。

80年前，包括中国、苏联在
内的全世界正义力量同仇敌忾、
英勇战斗，并肩打败了不可一世
的法西斯势力。80年后的今天，
单边主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
害深重，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团结
还是分裂、对话还是对抗、共赢
还是零和的十字路口。伟大的俄
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战
争与和平》中写道：“历史是国
家和人类的传记。”历史的记忆
和真相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褪
色，带给我们的启迪永远映照现
实、昭示未来。我们要以史为
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
训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决反对一切
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共
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要坚持正确二战史

观。中国、苏联分别作为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亚洲和欧洲主战场，
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
主义的中流砥柱，为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作出决定性贡献。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
持续时间最长。在中国共产党倡
导并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
帜下，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勠力
同心，付出巨大牺牲打败了穷凶
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谱写了
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篇章。在欧
洲战场，苏联红军以坚韧意志锻
造钢铁洪流，碾碎了纳粹侵略者
的野心，解放了被德国法西斯奴
役的人民，书写了苏联伟大卫国
战争胜利的壮丽史诗。

历史告诉我们，光明必将驱
散黑暗，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纽
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把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
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的正义性
质、历史价值、时代意义不可撼
动！一切歪曲二战历史真相、否
定二战胜利成果、抹黑中苏历史
功绩的图谋都不会得逞！对于任
何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行径，不仅
中俄两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各
国人民也不会答应！

——我们要坚决维护战后国
际秩序。二战结束前后，国际社
会作出的最重要决定就是成立联
合国。中国和苏联率先在《联合
国宪章》上签字，两国在联合国
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是历史
形成的，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的。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我
们越要坚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
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持续
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
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今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
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
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
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都
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其历
史和法理事实不容置疑，联合国
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性不容
挑战。无论台湾岛内形势如何变
化，无论外部势力如何捣乱，中
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
大势不可阻挡。

中俄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坚定相互支
持。俄方多次重申，恪守一个中
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

“台独”，坚定支持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统一采取的一
切举措。中方对此高度评价。

——我们要坚定捍卫国际公
平正义。当今世界，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
有增无减。我提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就是为了破解上述赤字，以
公平正义为理念积极引领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
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历

史和现实都表明，应对全球性挑
战必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观，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
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兼顾各方合
理关切，维护国际规则和秩序。
我们坚信，世界各国人民都会选
择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公平
正义一边。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大国，是维护全球战略
稳定、完善全球治理的建设性力
量。中俄关系具有清晰历史逻
辑、强大内生动力、深厚文明底
蕴，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制于
任何第三方。双方要共同抵制任
何干扰破坏中俄友谊和互信的图
谋，不为一时一事所惑，不为风
高浪急所扰，以中俄战略协作的
确定性和坚韧性共同推动世界多
极化进程，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有着灿烂
文明的伟大国家，中国人民和俄
罗斯人民都是有着英雄血脉的伟
大人民。80年前，我们经过奋起
反抗，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伟大
胜利。8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做
历史记忆的守护者、发展振兴的
同行者、国际公平正义的捍卫
者，携手为人类前途命运争取更
加光明的未来。

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

新华社北京 5 月 7 日电
（记者 樊 曦）记者从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4月
29 日至 5月 6日铁路“五一”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
送旅客1.51亿人次、同比增长
10.6%，其中5月1日发送旅客
2311.9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
送量历史新高。

货运方面，“五一”假期运
输期间，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
物 8948.1 万 吨 、 同 比 增 长
4.6%，呈现客货运输两旺态

势，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
序。

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
绍，“五一”假期运输期间，铁
路部门统筹用好线路、车站、
装备等资源，精心组织客货运
输，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
车12801 列、同比增长 6.8%，
其中 5 月 1 日安排开行 13752
列，单日客运能力投放创历史
新高，全力服务保障广大人民
群众平安便捷温馨出行和国计
民生重点物资运输。

全国铁路
“五一”假期运输圆满收官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记
者 张千千 刘开雄）国家外汇
管理局 7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
模为32817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
410亿美元，升幅为1.27%，已连
续17个月稳定在3.2万亿美元
以上。

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4月，美元指数下跌，全球
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汇率
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
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
升。

该负责人表示，我国经济
呈现向好态势，经济发展韧性
强、活力足，有利于外汇储备
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连续17个月
稳定在3.2万亿美元以上

■新华社记者 杨德洪
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

近平5月7日至10日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
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
利 80 周年庆典。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以
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
为鲜明特质的中俄关系不断焕发新的活力，中
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在向更高水
平、更广维度迈进。任凭国际风云变幻，中俄
关系都将从容前行，为各自发展振兴助力，为
国际社会贡献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的最
大政治优势和根本保障。多年来，习近平主席
同普京总统通过互访、在重要多边场合举行双
边会晤、视频会晤、通话、互致信函等方式保
持密切交往，为新时代中俄关系作出顶层设
计，提供坚实战略保障。在两国元首的战略指
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成熟、坚韧、稳
定，政治互信不断加深，战略协调更加紧密，
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保障了两个大国各自的发
展振兴，维护了双方在重大国际地区事务中的
共同利益。

中俄睦邻友好经过历史考验。中俄两国作
为二战亚洲和欧洲两个主战场，为赢得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挽救各自民族危亡和人类前
途命运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历史贡
献。双方在二战中结下的深厚友谊，为两国关
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今年是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两国都将举办系列纪念
活动，铭记和发扬在战火中结下的深厚情谊，
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行稳致远。历史和现实昭
示我们，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是患难与
共、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真朋友。历史的洗
礼，更凸显中俄坚定携手前行的深远意义。俄
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中国“友谊勋章”获
得者库利科娃表示，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
心，历史已经“证明了俄中应该携手并肩”。

中俄互利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中俄合作优
势互补，潜力足，空间大，双方视彼此为优先
合作伙伴。多年来，两国积极寻找利益汇合
点，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利益交融，实现彼此
成就，合作共赢原则成为指导两国开展各领域
务实合作的基本遵循。从当年苏联援华156项
重点工程到今天的 2448 亿美元双边贸易额，
从俄罗斯农产品、食品、饮料等受到中国消费
者青睐到中国手机等畅销俄市场，中俄合作规
模由小变大、合作基础由弱及强、合作领域由
窄向宽，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俄关系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和独特战略价
值。基于对彼此正确的战略认知，中俄已探索
出一条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相处
之道，站在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树立了相
邻国家关系的典范。中俄关系，不会因一时一
事而变，更不会受第三方干扰，是动荡世界中
的恒量，不是地缘博弈里的变量。这样的选择符合两国各自和共同
利益，顺应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对维护全球
战略稳定、促进大国良性互动、推动新兴大国合作都具有重要价
值。

中俄持续向世界发出加强战略协作的有力信号，为变乱交织的
世界注入难能可贵的确定性、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前，单边与多边
的博弈激烈进行，维护霸权和反对霸权的较量在全球展开。中俄同
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方面肩负特殊重要责任。中俄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密切协作，团结广大全球南
方，引领全球治理正确方向，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
携手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中俄两国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是管长远的。在两国元首战略
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必将在更高水平上不断
前行，为两国发展振兴和现
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为
增进中俄人民福祉、维护国
际公平正义作出新的重要贡
献。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任
凭
风
云
变
幻

中
俄
关
系
从
容
前
行

■新华社记者
当前，陕西、河南、江苏、

湖北、广西等省区存在重旱。其
中，陕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
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达到特旱
级别。旱情带来哪些影响？会否
持续和发展？南方地区7日开始
的降雨过程在多大程度上能缓解
旱情？水利、气象部门有关人士
对此进行了分析、解读。

一问：旱情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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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气候中心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室
正研级高工翟建青说，1月1日至5
月6日，广西、安徽和江苏平均干
旱天数均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
最多。4月18日，全国中旱及以上
干旱面积达201.8万平方公里，其
中特旱面积47.7万平方公里。

翟建青说，4月19日以来，
南方降水逐渐增多，华南气象干
旱逐渐缓和；19日至21日，北
方旱区出现降水过程，干旱有所
缓和，但4月下旬以来，陕西南
部、河南西部、安徽和江苏中南
部等地干旱又有所发展。

就珠江流域而言，2024 年
11月以来遭遇“丰枯急转”。水
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吴小龙

说，截至5月7日，西江流域平
均降雨量仅193毫米，较常年同
期偏少5成，为1961年有完整气
象资料以来最少。5 月 1 日以
来，西江流域出现2次强降雨过
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前广西
旱情。

“今年以来，黄河流域降水
偏少近3成，其中黄河中游偏少
3成至4成，晋陕豫局部地区出
现不同程度旱情。”黄河水利委
员会水资源管理局水量调度处一
级主任科员王伟禄说，截至5月
7 日，黄河干流龙羊峡、刘家
峡、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五
大水库共蓄水275.45亿立方米，
比去年同期少2.54亿立方米。

二问：影响几何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首
席预报员高辉表示，干旱会造成
土壤墒情不足，直接影响农作物
生长；会导致水资源管理与调配
压力增大，同时导致植被干燥，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

“具体到农业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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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建青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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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部分地区因旱情不利于
晚播麦的苗情转化升级，导致生
育进程不整齐，部分小麦因旱发
生卷叶现象。广西部分地区江
河、水库水位下降明显。

针对旱情，相关部门和地方
采取各种措施保灌。截至 4 月
底，全国春灌面积近3亿亩，累
计供水293亿立方米。当前，全
国水库蓄水总量较常年同期略偏
多，大中型灌区春灌用水总体有
保障。

三问：还会持续多久

中央气象台预报，7日至 9
日，南方地区将出现较强降水过
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
大部地区先后有大到暴雨，局地
有大暴雨。这场降雨过程会否有
效缓解旱情？

高辉说，结合中央气象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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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水有利于广西旱情的进
一步缓解，但降水分布不均、局
地强度较大，需警惕出现旱涝急
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

安红说，目前，河北南部、山西
西南部、河南西部、陕西关中、
安徽西北部等冬麦区存在不同程
度农业干旱。8日至9日，河北
中东部、河南南部和苏皖北部有
10毫米至50毫米降水，土壤缺
墒状况将得到改善，但其余旱区
农业干旱将持续。

吴小龙表示，本次降雨过程
预计西江干支流将出现涨水过
程，对进一步缓解广西旱情有
利，但云南部分旱情尚未得到明
显缓解。

四问：如何应对

翟建青表示，农业方面，各
地需根据苗情和当地实际情况，
分类采取灌溉措施。气象部门需
加密监测天气条件，如有增雨作
业条件，可适时开展增雨作业，
短期内增加降水量，以缓和旱
情。

翟建青提醒，干旱期应注意
避免采取大水漫灌等不当灌溉方
式，减少氮肥施用，多施磷、钾
肥增强作物抗逆性，避免干施化
肥引发肥害。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
等地要加强田间管理，积极实施
灌溉、保墒等抗旱措施，加强病
虫害的监测和预防。”国家气候
中心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室研究员

张存杰说，江淮、江汉、黄淮等
地，冬小麦处于成熟和收割期，
后期降水过程较多，需防发生旱
涝急转灾害，以及雨涝天气对小
麦收获和晾晒造成不利影响。

目前，旱区各相关单位和农
户正在持续开展抗旱工作。

“今年以来珠江流域灌区累
计供水1.64亿立方米，实现有效
灌溉面积125万亩，各类农作物
均能及时播种。同时，动态控制
大藤峡水库水位，群众饮水及春
耕用水需求得到满足。”吴小龙
说，下一步，珠江委将加强流域
统筹，会同地方全力做好抗旱保
供保灌。

王伟禄表示，黄委将动态掌
握引水情况，确保城乡居民饮水
安全，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
用水安全，全力保障灌区农作物
时令灌溉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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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当前旱情四问

这是5月7日拍摄的成渝中线高铁玄天湖双线大桥建设现场（无人机照片）。
当日，随着玄天湖双线大桥最后一孔箱梁架设完成，由中铁五局承建的成渝中线高铁玄天湖双线大

桥顺利贯通，为后续无砟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玄天湖双线大桥位于重庆市铜梁区玄天湖4A级景
区内。玄天湖双线大桥连续梁全部采用我国新一代智能悬臂造桥机施工，较传统工艺降低高空作业风险
50%以上，施工效率提升15%。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
路自重庆枢纽重庆北站起，向西经重庆市渝北区、沙坪坝区、璧山区、铜梁区、大足区，四川省资阳
市、成都市，引入成都枢纽成都站，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