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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给西藏林芝市巴宜区
林芝镇嘎拉村全体村民回信，对他
们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看到来信，
想起 4 年前的嘎拉村之行，漂亮整
洁的村庄、热情淳朴的村民，给我留

下深刻印象。得知这几年村里又有
新变化，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为你
们高兴。

习近平强调，大家在信里说得
好，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
党走会幸福。希望你们在党的兴边
富民好政策引领下，切实维护好民
族团结，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把雪域高原的自然美景保护好，把
“桃花村”品牌擦得更亮，为建设繁
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

2021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西藏考察时曾到嘎拉村看望慰问
村民群众。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
闻名。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
方向，该村近年来在发展乡村旅

游、壮大集体经济、促进民族团结
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获得“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荣
誉。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 60 周
年，嘎拉村全体村民近日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发展变化情
况，表达感恩奋进、创造更加美好
生活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西藏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全体村民

切实维护好民族团结
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6月29日，汽车运输船在山东港口烟台港装运出口汽车。 新华社发（唐克 摄）

6月仲夏，万物丰茂。广袤农田
上，“三夏”生产进入关键阶段；绿水
青山间，低碳发展不断绘就新图景；
全力稳就业，政府、企业与高校同频
共振；高温“烤”验下，做好各项保障
工作……上半年收官之月，各地各
部门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惠民
生举措，推动经济社会沿着高质量
发展之路稳步前行。

观察之一：不负农时，打好
夏收攻坚战

6月 24日早上 7点，中央储备粮
滁州直属库有限公司天长库区的门
前已经有货车等待售粮。

天长库区是今年首次启用的新
建粮库，库区负责人刘高说：“6 月
23日起，这里正式收购托市小麦，两
天时间已经收了超 360吨。”

随着今年全国“三夏”小麦大规
模机收基本结束，目前夏粮收购正
在抓紧推进。

夏粮丰收是全年粮食生产关键
一仗。6月以来，全国“三夏”工作高
效推进。在安徽，6月 5日麦收就基
本结束，较往年提前 3天；在山东德
州，新型收割机抢收小麦，将粮食损
耗控制在 1%以内；在河南，大规模
机收从开始到结束历时 22天，8500
多万亩小麦顺利完成收割，保持了
夏粮产量总体稳定……

“大胃王”联合收割机快速行
进，梯田稻麦收割机爬坡上岭，北斗
辅助装备精准作业……今年“三夏”
时节，各式各样农业“黑科技”精彩
呈现。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
前，全国夏粮收获过九成，冬小麦大
面积收获基本结束。

夏收紧锣密鼓，夏种、夏管也同
步推进。在河北邯郸，搭载北斗导
航系统的气吸式免耕智能播种机让
玉米种子精准入土；江苏省淮安市
淮阴区马头镇旧县村，小麦收完后
田里抓紧开始播种高粱，为秋季丰
收打下坚实基础……

【记者观察】从昔日“弯腰挥镰”
到如今“开机”收麦，夏收“黑科技”

映射“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
地生根，这既是农业科技创新的生
动注脚，更是打好夏收攻坚战的坚
实底气。

观察之二：绿意涌动，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夏日里，在重庆市丰都县名山
坝长江消落带，1200 多亩绿油油的
青草像一张巨大的绿色“地毯”铺在
长江边。

“通过播撒草种等人工干预为
辅、自然修复为主的方式，这里已形
成较为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丰都
县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干部谭文伟
说。

河流更洁净，空气更清新，山川
更壮美……今年 6 月 5 日世界环境
日当天发布的《2024 中国生态环境
状况公报》，用一组组数据，展现了
我国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盛夏时节，宁夏中卫市沙坡头
区，工人们通过铺设麦草方格、灌木
种植等经典治沙模式，在腾格里沙
漠边缘筑起生态屏障。

中卫市，以沙漠“锁定”为目标，
沿着黄河北岸，实施“光伏治沙示范
区”“农田林网标准区”等工程，着力
打造一条长约 153 公里、宽约 10 至
38公里的固沙锁边带。

6月 17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
干旱日。如今，各地宜乔则乔、宜草
则草、宜灌则灌、宜沙则沙，精准防
沙治沙。数据显示，全国荒漠化和
沙化土地面积实现了自 2000 年以
来连续 4个调查期“双缩减”。

绿 色 转 型 ，是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新引擎。 6 月 23 日至 29 日，我
国迎来 2025 年全国节能宣传周。
从 绿 色 低 碳 出 行 到 生 活 垃 圾 减
量，从“绿”电点亮生活到开发节
能建筑……各地生动展现着我国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新答卷。

【记者观察】从绿染长江畔到绿
进沙漠退，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
人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图
景在神州大地处处可见。我们要抢
抓机遇，在绿色低碳转型中开辟发

展新空间，增强发展新动能。

观察之三：分类施策，促匹
配稳就业

6 月 中 旬 ，在 贵 州 六 枝 特 区
2025 年东西部劳务协作招聘会上，
39岁的当地村民高强找到了一份在
广东的心仪工作。“这家电子厂的月
薪在 3500到 5000元，等忙完孩子在
老家的中考，我就过去。”

“当地与广东中山建立劳务协
作站，构建从招聘到维权的一站式
服务网络。”六枝特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局长袁瑞岍说。

就业是民生之本。各地各部门
多措并举，加大力度稳岗位、优服
务、促就业。针对农民工特别是脱
贫人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
门召开脱贫人口稳岗就业专题会
议，印发专门通知，兜准兜牢重点群
体就业底线。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进
入关键冲刺期。在浙江绍兴市上虞
区 e游小镇中绘（绍兴）动画有限公
司里，应届毕业生陈孟婕，正按照客
户要求绘制创意动画。“通过产业学
院班的实训，我提前掌握了企业需
要的技能，一毕业就顺利入职。”陈
孟婕高兴地说。

“我们打破传统教学框架，联合
企业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将产业需
求融入教学大纲，让学业与就业实
现无缝对接。”浙江理工大学科艺学
院党委书记陈德虎说。

6月以来，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力
稳就业政策，积极拓展就业空间，促
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湖北举办特种
作业人员安全技能考核暨就业联动
招聘对接会，为特种作业人才铺设
从技能考试到快速就业“直通车”；
广西高校举办就业双选会，满足学
生多样化就业需求；贵州省总工会
举办夏季线上专场招聘活动，聚焦
转岗待岗职工、残疾职工等重点就
业群体，进行精准岗位推送……

【记者观察】抓好重点群体就业
工作，稳住就业“基本盘”。高质量
促进充分就业，关键在于分类施策、

精准推送，不断完善公共就业服务
体系，以优质服务夯实民生之本。

观察之四：应对高温“烤”
验，防护保供撑起“遮阳伞”

烈日炎炎，在成渝中线高铁成
都站改建工程施工现场，塔吊林立、
机械轰鸣，各个作业面有序推进。
中铁八局建筑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
说，公司采购了一批矿泉水、绿豆
汤、便携式风扇等防暑降温物资送
到各项目部，并增设遮阳棚、配备冰
饮站。

6月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持续高
温天气。在一些施工现场，建设者
们坚守岗位，用汗水推进工程进
度。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和地区积
极应对，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员工
筑牢健康防线。

在天津宁河区中国民航大学新
校区二期的施工现场，塔吊司机室
里安装了空调，工地上搭起了全天
候供应的防暑饮品站；南宁市总工
会慰问团在南 A 中心项目工地，为
建筑工人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

6月以来，北京气温逐渐攀升。
在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的调控大厅
中，电力调控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
进行夏季电力调度分析。为应对今
夏保供稳供挑战，国网北京电力对±
500 千伏延庆换流站等多个重点变
电站电力设施开展了“体检”，确保
平稳度过暑热用电高峰期。

面对高温挑战，各地各部门保障
力量快速响应。气象部门拉响高温
预警，及时发布气象信息与防暑提
示；电、气、水等城市保障部门主动作
为，确保城市平稳运行；相关部门及
时发布安全生产提示，强调高温天气
期间，用人单位要严格执行高温天气
室外露天作业时间规定……

【记者观察】各地在应对高温大
考中，既要做好“防”的文章，更要下
足“备”的功夫。不仅要守护好群众
安康，也要为工农业生产撑起“遮阳
伞”。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万物竞发绘新景
——6月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观察

6月 24日，贵州省榕江县因持
续强降雨水位暴涨，洪水漫灌榕江
县城。6月 28日，榕江再次告急，8
个小时内，防汛应急响应从Ⅳ级提
升到Ⅰ级。

与此同时，直线距离不足 50
公里的从江县，5 天内经历 3 次洪
峰过境。

在连续多次洪水来袭之际，广
大党员干部持续多日奋战在抗洪
一线，在风雨中磨砺共产党员初
心，在危难中践行共产党员的忠
诚。

“撤离！先转移到安全的
地方去！”

在经历 6 月 24 日特大洪水之
后的榕江，28 日再次遭遇严峻汛
情挑战！

榕江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
挥部发布防汛Ⅰ级应急响应，再次
吹响抗洪救灾的“集结号”。

“所有人员，洪水来了，请迅速
撤离！”“快，快，大家马上紧急撤
出去！”28 日上午 10 时左右，身穿
雨衣的党员干部便手持喇叭，开始
挨家挨户喊话。

榕江县党员干部全体出动，逐
户动员。截至 6 月 28 日 22 时 00
分，紧急撤离转移群众共计 12036
户 41695人。

28 日深夜，榕江县民族中学
校园里灯火通明，应急发电机嗡嗡
作响。被紧急征用为安置点后，这
所学校操场上、教室里，住进来
400余名受灾群众。

300 多床被子运来了！在微
弱的灯光下，开始有序分发。“一家
人至少保证要有一床被子，老人、
小孩尽量在一楼……”榕江县民族
中学校长、党员杨峰不时喊话。

直到 29日凌晨 1时，原本嘈杂
的安置点才安静下来。

与榕江县相隔不远的从江县，
都柳江穿境而过，老城区地势低、
防洪能力弱，防汛形势严峻。

“老乡快撤！洪水马上要淹上
来了!”从江县丙妹镇党委书记王
智勇手持扩音器，大声呼喊群众抓
紧撤离。他的声音早已沙哑，却依
然坚定有力。

汛情预警拉响后，王智勇迅速
集结全镇干部，组建临时防汛指挥
部，成立党员突击队等 5支救援力
量，第一时间带队奔赴灾情最严重
的大融村小融寨。抵达时，浑浊的
河水已经漫过堤岸，他立即组织党
员干部兵分五路开展救援。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原则，一接到预警信息就及时动
员沿河群众撤离。”从江县丙梅街道
党工委书记韦锦明说：“连续几天，
我们的党员干部奋战在一线，安全
撤离群众10340户28592人。”

“搜寻！确保不落一户、
不漏一人！”

灾情就是命令！在灾难面前，
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洪水进城后，应急、水利、气
象、交通、公安、消防等部门同步协
同作战，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6 月 24 日，榕江县城内，水位
迅速上涨，道路积水成河，浑浊的

洪水裹挟着杂物奔腾而过。许多
沿街商铺被洪水无情吞噬，货物在
水中漂浮。

黔东南州消防救援支队各级
党组织主动担起救灾责任，党员干
部带头，带领救援人员全力开展人
员搜救和转移工作。

24 日以来，荧光橙颜色的消
防救援队伍随处可见。他们驾驶
着冲锋舟、橡皮艇，在洪流中来回
穿梭，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一
次次突破艰难险阻，解救被困群众
于危难关头。

党员张齐武是榕江县消防救
援大队消防队员，作为一名家住榕
江的本地人，因执行紧急救援任
务，他已经多次过家门而不入。

“我主要负责开冲锋舟，6 月
24 日以来，我和同事一起在一号
洪区场坝社区累计转移了上百名
群众。”张齐武说。

“我们在筛选入党考察对象、
入党积极分子时，会在一线考察识
别，注重组织引领、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的发挥，‘战场’上见真章。”
黔东南州消防救援支队政治部主
任李勇说。

记者看到，多支党员先锋队在
榕江县有序开展救援，有的救援人
员在水中浸泡了数小时，手脚都已
发白起皱，但仍然坚持战斗；有的
为了尽快救出被困群众，顾不上休
息吃饭，体力严重透支却依旧咬牙
坚持……

“水退，排涝清淤是首要
任务！”

29 日记者在榕江县城看到，
洪水较 28 日已经有所消退，道路
上各种工程车辆往来穿梭，群众正
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有序恢复生
产生活。

由 15人组成的铜仁玉屏供电
局抢修队正开展地面清淤工作。
强劲的水流猛烈地冲击着黏稠的
淤泥，高压水枪的后坐力让抢修队
员不得不几人共同紧握水枪。

“我是党员，我先上！”抢修队
现场负责人李泽辉站在队伍的最
前面。他说：“这里是人口最为密
集的榕江县老城区，为周边的大型
商场和小区供电，是保障群众生活
的关键。”

在榕江县天佑祥和小区，多台
推土机正同时作业，将遍地的淤泥
和垃圾清运到货车上。

“我们早上 6 点多就来了，已
经拉了 40多车淤泥。”中铁二局第
一工程有限公司抢险突击队负责
人、党员李明说：“东滨江大道与兴
榕路交汇区域是本轮受灾最严重
的地区之一，洪水将商铺一楼淹
没，最深的淤泥快要到膝盖，抢险
突击队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冲锋在
前！”

“村超”球场，三台挖掘机、四
台推土机正在不停地清淤……

“我们一直和球场同在！”身着
迷彩服的榕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办公室负责人、党员赵福润说，洪
水再猛烈，榕江也不会被击垮。洪
水之中，党员就是冲不垮的堤坝。
新华社记者 蒋成 向定杰 郑明鸿

（新华社贵阳6月29日电）

风雨砺初心 危难显忠诚
——贵州榕江、从江抗洪一线党员先锋群像扫描

6月29日，游客在上海外滩观光游览。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上
海市当日出梅。上海中心气象台09时05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新华社北京 6月 29日电 中
央气象台预计，29日至 30日，四川
盆地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
有特大暴雨。中国气象局 29日提
升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
响应为三级，需注意山洪、地质灾
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
等次生灾害风险。

中央气象台29日10时继续发布
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9日14时至30
日14时，四川盆地、甘肃东南部、陕

西西南部、重庆西部、浙江西部、福建
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北部
和南部、河南东南部、广西南部、辽宁
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
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
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气象专家提醒，西南地区尤其
是四川盆地多降雨天气，累计降雨
量大，需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
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避免进入
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

中国气象局升级启动
暴雨三级应急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