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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水利
部发布汛情通报，15 日 16 时针对福
建、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6省
区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派
出 2 个工作组赴广东、广西、海南等
地协助做好防御工作。

汛情通报称，今年第 4 号台风
于 15 日 8 时在南海生成，预计可能
登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受其影
响，7 月 16 日至 19 日，广东沿海、广
西南部西部、海南大部、贵州中南
部、云南东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

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珠江流域
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及沿海诸
河，海南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
福建九龙江等河流将出现洪水过
程，暴雨区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
超警以上洪水。

水利部针对南方 6 省区启动洪
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的同时，向相
关省级水利部门和水利部长江水利
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会发出通知，
要求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雨情
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值班值守

和会商研判，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
防洪调度，做好强降雨区水库、堤防
等工程安全度汛，重点抓好中小河
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水利部针对南方6省区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
周圆）记者15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南海热带低压已于当日上午加强为
今年第4号台风。经研判，国家防总
决定于当日13时对广东、广西、海南
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
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地方

开展防台风工作。
气象部门预测，4号台风中心将

以每小时 10 至 15 公里的速度向西
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于
17日夜间到18日早晨在海南岛东部
到广东西部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
或强台风级）。

应急管理部 15 日上午组织气
象、水利部门会商研判 4 号台风
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防汛防台风
各项工作。会商要求，各方压紧
压实防汛防台风责任，密切监视
台风发展变化，强化会商研判和
值班值守，及时发布预警并适时

启动应急响应，全面落实防汛防
台风各项措施。

会商强调，要按照“船回港、人
上岸”要求，组织做好台风影响区
域船舶进港避风和海上作业人员、
近岸渔排养殖人员上岸避险，突出
抓好异地渔船紧急避风管理。抓

紧开展隐患排查整改，提前关闭沿
海旅游景区和在建工地，视情停止
户外集体活动等。做好山洪与地
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
出险和城乡内涝等灾害防范应对，
提前组织危险区人员转移避险，预
置抢险救援力量。

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防汛关键期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
刘诗平）7月16日0时起，全国将进入

“七下八上”（七月下半月至八月上半
月）防汛关键期。怎样做好当前的防
汛工作？新华社记者 15 日就此采访
了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有关负责
人。

今年3月24日入汛以来，我国大
江大河大湖汛情总体平稳，但部分地
区发生暴雨洪水，西南等地发生了阶
段性旱情。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
王章立说，入汛以来，七大江河干流
没有发生超警洪水，内蒙古、江西、重
庆等 21 个省区市的 255 条河流发生
了超警以上洪水，大部分为中小河
流。其中，3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
水，8 条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

来最大洪水。
王章立说，今年“七下八上”期

间，据预测我国将出现洪旱并重，局
部地区暴雨洪涝多发重发。

降雨主要呈“东部南部多、西北
少”分布。主要多雨区位于松辽流域
东部、黄河下游、淮河流域沂沭泗水
系、长江下游、太湖、珠江流域东南部
等地；主要少雨区位于内蒙古西部、
新疆东部北部、甘肃西部等地。

松花江、第二松花江、黑龙江中
游、浑河和太子河、淮河流域沂沭泗
水系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内蒙古中
部西部、新疆东北部、宁夏、甘肃西
部、陕西中部北部、山西、河北西部北
部等地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此外，
有2至3个台风将登陆我国。

王章立表示，“七下八上”防汛关

键期到来，水利系统严阵以待，全面
启动防汛关键期防御工作机制，强化

“四预”措施，抓实各项防御措施，全
力做好汛情应对。

他说，未来一周，水利系统将聚
焦重点做好防御工作。

——重点关注松辽流域的第二
松花江、松花江干流，做好水库调度、
堤防防守、蓄滞洪区运用准备。

——重点关注淮河流域的沂沭
泗水系，做好水库调度、堤防防守工
作。

——重点关注当前南海热带气
旋对珠江流域和海南省的影响，做好
水库调度、堤防防守、蓄滞洪区运用
准备。

——对在建工程安全度汛方案
和措施进行再检查，重点检查大江大

河干流及重要支流，逐处工程检查落
实到位。

——对水库度汛方案和措施进
行再检查，重点检查病险水库，逐库

检查落实到位。
——对淤地坝度汛方案和措施

进行再检查，重点检查坝下有村庄的
淤地坝，逐坝检查落实到位。

“七下八上”关键期到来，防汛形势如何？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 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 15 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夏
粮产量稳中略减，仍处于较高水平，实现

了丰收。全国夏粮产量 14613 万吨（2923
亿斤），比上年减少 127.4 万吨（25.5 亿
斤），下降0.9%。

夏粮播种面积持续增加。2023 年全
国夏粮播种面积 26609 千公顷（39913 万
亩），比上年增加 78.5 千公顷（117.8 万
亩），增长0.3%，连续3年实现增长。

夏粮单产小幅下降。2023 年全国夏
粮单产 5491.8 公斤/公顷（366.1 公斤/亩），
比上年减少64.3公斤/公顷（4.3公斤/亩），
下降1.2%。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表示，
夏粮单产下降主要是受河南等地严重“烂
场雨”天气影响。夏粮播种以来，主产区
光热充足，大部时段农田墒情良好，农业
气象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及时有
效，前期条件总体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和
产量形成。但 5 月下旬北方麦区出现大
范围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雨量大、影响
范围广，导致灌浆期小麦光照不足，千粒
重下降。此外，西南地区冬春连旱，云南、
贵州等地夏粮单产有所下降。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夏
粮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
基础，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王贵荣说。

今年全国夏粮实现丰收 总产量达2923亿斤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的农民将收获的小麦装车（6月8日摄）。
（新华社发 张春雷 摄）

新华社三亚 7 月 15 日电（记者 张丽
芸）15 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所海洋哺乳动物与海洋生物声学研究室
（以下简称中国科学院深海所海洋哺乳动
物研究团队）组织的“第六次南海深潜及远
海鲸类科考航次”完成全部科考任务，顺利
返回三亚。

该航次历时 20 天，航程 3500 多公里，考
察区域主要集中在我国南海北部海域。航次
采用目视考察和被动声学监测相结合的方
法，并辅以环境DNA收集。

经对考察结果进行初步分析发现，本航
次目击到的鲸类动物至少包含 15 个物种，
其中深潜鲸类 10 种，包括抹香鲸、短肢领航
鲸、瑞氏海豚、糙齿海豚、小虎鲸、小抹香鲸
和侏儒抹香鲸，以及 3 种珍稀喙鲸。此外，
本航次还记录到 5 种远海型海豚，包括条纹
海豚、弗氏海豚、热带斑海豚、长吻飞旋海豚
和瓶鼻海豚。

该航次结果进一步证实，考察海域拥有
较为丰富的鲸类物种多样性，有大量深潜鲸

类及远海型海豚动物栖息生存于我国南海北
部海域。鲸类动物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动
物和指示性生物，对于保护南海的生态环境
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据悉，从 2019 年开始，中国科学院深海
所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团队已连续 5 年开展

“南海深潜及远海鲸类”科考航次。截至今
年，研究团队共组织开展相关科考航次 6 次，
初步摸清南海区域鲸类动物的物种多样性及
地理分布格局特征，为下一步保护南海海域
以鲸类为代表的海洋珍稀濒危动物提供了科
学依据。据科研人员介绍，未来的研究将围
绕这个区域鲸类的种群动态、威胁因子、受胁
状态、地理格局形成的机制、适应性演化机理
等国际关注的基础科学问题进一步系统化有
序展开。

科研人员在南海记录到15个鲸类物种

▶这是6月27日在南海某海域
拍摄的条纹海豚。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 摄）

（上接A1版）在重要领域
设立新的党中央派出机
关，就是为了扬优势、补短
板、强弱项，加强党中央对
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同时，在金融管理体
制、科技管理体制、社会管
理体制等方面对机构设置
和职责配置作了比较合理
的设计和安排。这些调整
是在分析我们面临的深层
次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提
出的解决方案。各地区各
部门要自觉在大局下思
考、在大局下行动，确保机
构改革方案贯彻落实不打
折、不变形、不走样，特别
是要严格依据机构改革方
案制定和执行部门“三定”
规定。

文章指出，搞好机构
改革组织实施工作至关重
要。要继续运用好坚持党
对机构改革的全面领导、
坚持不立不破先立后破、
坚持推动机构职能优化协
同高效、坚持中央和地方
一盘棋、坚持改革和法治
相统一、坚持把思想政治

工作贯穿改革全过程等宝
贵经验，有组织、有步骤、
有纪律推进机构改革组织
实施工作。一要加大统的
力度。在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领导下，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牵头抓总、加
强统筹协调，设立协调机
制。二要坚持稳的基调。
这次机构改革涉及部门较
多、触及的问题较深，要谋
定而后动。中央和地方机
构改革在工作部署和组织
实施上要有机衔接、有序
推进。三要做好人的工
作。要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讲政治、顾大局、守规
矩，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
整和个人进退留转，积极
支持改革，自觉服从组织
安排。四要执行严的纪
律。涉及机构变动、职责
调整的部门，要自觉服从
大局，确保机构、职责、人
员等按要求及时调整到
位。五要做到于法有据。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机
构改革，立法机构要统筹
做好相关立改废释工作。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
电 近期，一些网络账号杜
撰、歪解公共政策信息，误
导群众、从中牟利。中央网
信办指导网站平台开展重
点排查整治，坚决打击造谣
传谣行为，处置违法违规账
号373个。

中 央 网 信 办 通 报 了
部 分 典 型 案 例 ，包 括 对

“股市小作文”“国家补短
板强弱项领导小组”“不

同人群使用不同颜色社
保卡”“水稻上山”等谣言
的处置情况。

中央网信办相关部门
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坚决打
击造谣传谣行为，从严查处
发布谣言的账号主体，曝光
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
同时欢迎有关部门和网民
积极参与举报，合力铲除网
络谣言生存土壤，共同打造
清朗网络空间。

中央网信办打击造谣传谣行为

处置违法违规账号373个
新华社北京7月 15日

电（记者 魏玉坤）国家统计
局 15 日发布数据显示，6 月
份，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
减少，各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或略
降、二手住宅环比下降；各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有涨有降、二手住宅同
比下降。

统计数据显示，从新建
商品住宅看，6 月份，一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由上月上涨 0.1%转为持
平；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
0.2%转为持平；三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
上月持平转为下降0.1%。

从二手住宅看，6 月份，
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下降 0.7%，降幅比上月
扩大 0.3 个百分点；二、三线
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均下降 0.4%，降幅比上月分
别扩大0.1和0.2个百分点。

6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
中，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上涨城市个数减少，新建商
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城市分别有 31 个
和 7 个，比上月分别减少 15
个和8个。

从同比看，6 月份，各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有涨有降、二手住宅同
比下降。

6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1.3%，涨幅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0.5%，涨幅与上月相同；三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同比下降 1.4%，降幅比上
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从二
手住宅看，一线城市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同比由上月上涨
0.4%转为下降 0.4%；二、三
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
比分别下降2.4%和3.4%，降
幅比上月分别扩大0.3和0.1
个百分点。

6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整体有所下降

7月15日，一汽生产的第5577万辆汽车出车仪式在
中国一汽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上举行。

（新华社记者 颜麟蕴 摄）

新华社长春7月15日电（记者 段续 张
建）7 月 15 日，中国汽车工业迎来 70 周年华
诞，“共和国长子”中国一汽也迎来成立70周
年纪念日，一汽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大会纪
念这一时刻。当日，一汽生产的第5577万辆
汽车在长春下线。

1953 年 7 月 15 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
典礼在长春市西南郊举行，这里研发制造出
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第
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

中国一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邱现东在
大会发言中表示，一汽荒原建厂、三年投产，
结束了新中国不能造车的历史，创立“解放”

“红旗”两大民族品牌，为中国汽车工业培养
了一大批懂技术、会经营的产业人才，推动产
业链成长壮大。“如今，中国一汽已成长为年
产销超过300万辆的国有特大型汽车企业集
团。”邱现东说。

一汽的发展历程，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
的艰苦奋斗。70年来，中国汽车工业从一个
制造厂到一大批汽车企业集团，从一个民族
汽车品牌到一大批知名民族汽车品牌，形成
了完备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截至目前，一汽累计产销整车超过 5500
万辆，营业收入超 80000 亿元、利税总额超
18000亿元，资产总额超6000亿元，成长为全
球知名汽车制造商，位居世界 500 强企业前
列。近 5 年红旗品牌销量增长 65 倍，品牌价
值达到1155亿元。

伴随全球汽车产业加速变革，电动化、智
能化转型浪潮风起云涌。一汽正在加快推进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掌控关键核心技术。
邱现东表示，企业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定
不移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全力以赴把民族汽
车品牌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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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今年第4号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