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刷：吕梁市印刷厂 电话：0358-8222447 全年订价：223.2元本报社址：吕梁市离石区八一街 10号 邮编：033000 排版：吕梁日报社激光照排中心 地址：吕梁市离石区八一街 10号 印刷：吕梁市印刷厂 地址：吕梁市离石区滨河南西路 68号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市分公司 广告刊登热线：0358—8229858 全年订价：396元

4 要闻 2023年11月10日 星期五

要闻部主办 本版组版：李刚 责编：臧媛慧 任霞晖 校对：白颖凯 要闻部邮箱：llrbywb@163.com

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京津冀和东北等地灾后重建最新进展

□ 新华社记者

11月 8日，立冬。近期，北方地区气

温骤降。

今夏入汛以来，京津冀和东北等地先

后出现多次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和地质

灾害，大量农田和民房被冲毁。习近平总

书记密切关注全国汛情、时刻牵挂受灾群

众的安危冷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专门

召开相关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和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9月 7日上午，正在

黑龙江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

到受灾较重的黑龙江省尚志市老街基乡

龙王庙村，探望受灾群众，察看农作物受

灾情况。他强调：“要确保受灾群众安全

温暖过冬，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抓紧谋划，

提前行动，把吃、喝、住、行、就业、教育、医

疗防疫等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大小事情

考虑得更细致、更周全一些，不留一丝纰

漏。要抓紧修复受损房屋，加快推进灾后

重建，最大程度减少农业因灾损失，确保

受灾群众安心安全。”

新华社记者近日在京津冀和东北等

地采访看到，受灾地区正抓紧抓实恢复

重建工程、加快复工复产、提升防灾减灾

能力，加快推动灾后重建各项目标任务

落地落实，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安居：保证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宽敞明亮的新居，一应俱全的设施

……10月 22日，吉林省舒兰市开原镇新

开村村民赵绪媛拿到新家的钥匙，她说：

“我们一家在安置点住了 2个月，今天搬

进了敞亮的新房，心里踏实了。”

今年 8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吉

林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涝和地质灾

害。洪水冲垮了新开村部分村民的房

屋，不少房屋泡在水中只露出房檐。水

灾之后，不少村民为如何过冬而发愁。

为了确保群众温暖过冬，在舒兰市

统一部署下，新开村开启重建工作。较

原址地势高 8.7 米、占地面积 18.62 万平

方米、配套建设公共服务设施面积 2880
平方米，新开村按照制定好的时间表，一

步步“新生”。

“除了对房屋进行装修，我们还在房

屋内部铺设电地暖，保证水电网全部畅

通。今年底前，我们还将对重建房户的

庭院、村广场及村内道路进行平整。”重

建项目场地负责人鞠文国说。

京津冀和东北等地汛情发生以来，

各地因情施策制定恢复重建方案，通过

分类安置、帮助租房、组织群众投亲靠友

等方式解决房屋倒损群众临时居住问

题；组织开展危房鉴定工作，按照房屋损

毁情况分类落实补助政策；强化施工力

量和资金拨付，通过购买置换、维修加

固、翻建新建等方式解决群众住房问题。

在黑龙江省尚志市，让受灾群众在

入冬前住进暖屋子，成为灾后重建工作

的重中之重。目前，当地受灾乡镇一栋

栋崭新的砖房已经建起。

“‘过水’的时候，屋里的水有半米左

右，淹到炕沿了。”回想起几个月前突如

其来的洪灾，尚志市老街基乡龙王庙村

村民杨春贵说。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

他的房屋已经重建一新，新砌的火炕、新

铺的地板、新换的门窗都干净整洁，新装

的地暖设备散发着浓浓暖意。杨春贵在

入冬前住上了暖屋子。

“目前，尚志市已新建房屋 159 户、

维修加固 3710 户、购买存量房安置 371
户，因灾受损房屋新建及维修已全部完

成。”尚志市委书记刘海涛说。

复产：尽快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

机器轰鸣，人声鼎沸。11月 7日，位

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经济开发区的河

北龙云岭食品有限公司正在进行施工装

修收尾工作。机械设备调试同步进行，

技术人员加班加点，确保公司生产设备

达到最佳工况。

这个从事农副产品深加工的公司，原

址位于涞水县九龙镇大龙门村。在今年的

洪灾中，企业厂房倒塌，生产仪器设备及库

存产品全部损毁。“这是我们的新厂区，原

计划明年投产，为了尽快复工复产，我们全

力以赴赶进度。”公司董事长张翔说。

突如其来的洪水，一方面让公司的

原材料越积越多，另一方面也拖延了订

单。公司灾后资金周转困难，当地有关

部门主动上门组织银企对接。目前，银

行已为公司开辟“绿色通道”，1300万元

的贴息贷款即将到账。

“这是雪中送炭！我们要让机器尽

快运转起来，把乡亲们的农产品尽早卖

出去。”张翔说。

企业复工，解决的是社会经济的运

转问题；农村复产，撑起的是农民心中对

收获的期待。

56 岁的郝德运趁着这几天天气好，

完成了受灾农田的补种。郝德运是天津

市静海区台头镇民生村的村民，与弟弟

一起承包了村里 1000 多亩土地。作为

京津冀地区洪水的主要“入海口”，天津

承担着海河流域 75%的洪水下泄任务，

而地处东淀蓄滞洪区的台头镇成为此次

抗洪的重中之重，郝德运承包的农田全

部被淹没，他心急如焚。

9 月 26 日，海河流域东淀蓄滞洪区

完成退水。“政府调集各方排水力量，昼

夜不歇用水泵将我们田里的水抽到大清

河中。”郝德运说。

进入 10月中旬，在当地农业技术人

员的指导下，郝德运开始对符合复耕条件

的农田地进行补种，直到 11月 4日，他完

成了全部 1000多亩土地的冬小麦补种。

建设：着力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大型挖掘机加紧清理损毁道路的碎

石，主动防护网覆盖在土坡上防止崩塌、

落石等地质灾害……北京市昌平区流村

镇水活路正在加紧修复之中，11月底即

将贯通。

“流村镇是这次受洪灾影响比较大

的城镇，沿河道路被冲毁严重。”中交一

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俊武

说。施工团队对路基冲毁段进行填筑加

固，提高了受损路段路基抵抗水毁滑移

的能力。

今年夏天，北京市遭遇了历史罕见

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水务供排水基础设

施、河道沟道等遭受不同程度损毁，行洪

功能受到严重影响。

按照“一年基本恢复、三年全面提

升、长远高质量发展”的灾后重建思路，

北京市组织制定了灾后恢复重建水务专

项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加快完善流域防

洪工程体系，加快推进山洪沟道治理等

主要任务，力求统筹各方形成合力，确保

水务灾后重建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

此外，北京市还陆续推进水文站水

毁修复、斋堂水库除险加固以及拦河闸

除险加固等工程。永定河干流堤防水毁

修复工程、永定河滞洪水库水毁修复工

程将在 2024年汛期到来前完工。

国庆前，河北省邢台市青山水库项

目正式启动。青山水库是海河流域灾后

重建第一个启动的重大水利工程。水库

位于子牙河流域白马河上游，水库总库

容 1.28 亿立方米。建成后，可进一步完

善子牙河流域防洪体系，减少蓄滞洪区

启用机率，保护下游南水北调总干渠等

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

水利部副部长陈敏表示，下一步，水

利部将全力抓好第四季度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力争再开工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

快水毁水利设施修复和灾后重建，确保

全年水利建设完成投资超过去年水平。

9月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

部门，已围绕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

减灾救灾能力，组织各地方储备了一批

项 目 。 今 年 四 季 度 ，中 央 财 政 将 增 发

2023年国债 1万亿元。围绕灾后恢复重

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万亿国债

将主要用于灾后恢复重建、城市排水防

涝能力提升行动等方向。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记者 宋
晨） 我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3 年全球创新指数（GII 2023）排名

达到第 12位，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

集群数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知识产权

大国地位牢固确立。这是国家知识产

权局局长申长雨在 8日举行的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的。

申长雨介绍，截至 2023 年 9 月，我

国有效发明专利和商标拥有量分别达

到 480.5万件、4512.2万件，2022年著作

权年登记量达 635.3万件。PCT 国际专

利申请量连续 4年位居世界第一。

同时，我国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也持

续加强。“制定实施《专利转化运用专项

行动方案（2023-2025年）》，专利开放许

可等制度加快落地。”申长雨说，专利密

集型产业和版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

比重分别达到 12.44% 、7.41%，有力促

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申长雨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快建

设知识产权强国，更好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
集群数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

消防隐患不容忽视，如何防范于未“燃”？
□ 新华社记者 林碧锋

11月 9日，在贵州省都匀市第四小学，消防救援人员引导学生进行应急逃生演练。

当日是第 32个全国消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多地举行丰富多样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人们的安全意识和

应急避险能力。 新华社发（肖伟 摄）

消
防
日

学
消
防

11 月 9 日是全国消防安全日。今

年以来，各地各类火灾事故时有发生，

给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同程度

的损失。分析显示，用火、用电、用气不

规范成为火灾主因。专家指出，预防火

灾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方应共同落

实消防责任，防范安全风险。群众在日

常生产生活中，应从细节抓起，防范于

未“燃”。

国家消防救援局昆明训练总队灭

火救援训练部教员董淼介绍，从火灾起

因看，超负荷用电、私拉乱接电线、违规

充电等用电不规范，和吸烟、违规动火

作业以及燃气使用不规范等生产生活

用火不慎，是导致火灾发生的主要原

因。

从时间规律看，冬春季节居民、企

业用火用电取暖，尤其夜间风险隐患集

中，小火容易成大灾。节假日期间，人

员活动频繁，线上线下商品热销，各类

商业、餐饮、仓储物流场所，火灾风险明

显增加。

受访专家指出，为预防火灾和减少

危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各方要

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按照

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

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实行消

防安全责任制。

董淼说，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

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人员的消防宣

传教育并履行相关消防安全职责。尤

其是冬季在日常生活中，群众更应注重

用火、用电、用气细节，谨防消防隐患。

专家提醒，要做到清走道、清阳台、

清厨房、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防止

火灾隐患。熟悉所在建筑的安全出口

和逃生路线。掌握灭火器、消火栓等常

见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遇到火

灾时要保持冷静，及时拨打“119”火警

电话并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并且，不要同时使用多种大功率电

器，以免线路超负荷运行。照明类、发

热类家电要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保

证电器有足够散热条件。电动车不要

在家中充电，电器设备长时间不用，要

切断电源，拔下插头。家用电器或线路

着火，先切断电源，再用干粉或气体灭

火器灭火。

专家建议，使用煤气、液化气时，注

意检查炉灶、阀门、管道和钢瓶等是否

存在泄漏。发现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

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

关和使用明火，移至安全区域拨打电

话，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防火灾隐患于未‘燃’，要从生活

细节抓起。”董淼特别指出，厨房门窗应

保持通风，做饭、烧水时要有人照看；油

锅起火千万不要用水去灭，可以把准备

好的蔬菜倒入锅中，盖上锅盖进行灭

火；倾倒面粉、奶粉时要远离灶台明火；

定期清洗抽油烟机，减少油污堆积，减

少灶台附近易燃可燃物；有条件可以配

备灭火毯或灭火器。

新华社昆明11月9日电

在近日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在重要讲话中分析金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部

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

五篇大文章”，为牢牢把握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这一

主题，做好相关金融工作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我国金融系统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在服务经

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要清醒看到，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仍然不高，与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当前，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发展

和壮大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

字金融，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创新驱动发展，有赖于更加完善的科技金融体

系；绿色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绿色金融

作为坚实后盾；推进共同富裕，需要进一步增强金融

服务的普惠性；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发展养老金

融势在必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金融发展也要

不断深化……

五篇大文章，进一步明确了未来金融业在助力经

济结构优化过程中的发力点，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质效的针对性部署，对于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

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着力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做好五篇大文章，要胸怀“国之大者”，强化使命

担当，直击当前金融领域薄弱点，不断强化以人民为

中心的价值取向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

一方面，要做好对中小企业、“三农”等领域的支持，推

动养老产业升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补齐民生领域

短板；另一方面，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

制机制，加大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等领

域的支持，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型，服

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做好五篇大文章，要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在强化金融宏观调控，为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

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的基础上，不断优化融资结构，

完善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提供与科技、绿

色、普惠等领域需求更相适应、业务更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满足各类主体需求。

新时代新征程，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把中央金融工作会

议精神落到实处，锚定金融强国目标，做好五篇大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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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族”无法照顾孩子的午饭，不

少学生被托管到了“小饭桌”。与儿童

相比，“老小孩儿”们吃饭也是大难题，

尤其在空巢老人占多数的农村更为凸

显。记者日前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

新民乡扫帚包村看到了新建的“老年食

堂”，可喜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初冬时节寒风萧瑟，虽然早都过了

“饭点”，但村委会小院的食堂却红火热

闹，老人们陆续走入食堂，刷脸，取餐

盘。当天食堂准备了大白菜炖肉和凉

拌豆腐皮，主食是馒头和稀粥。和煦的

阳光铺洒进来，老人们围坐在饭桌前边

吃边唠。

75 岁的尹子芹奶奶说：“一个人懒

得开火，有时候做顿饭能将就好几天。

自从村里有了食堂，不收钱不说，吃得

还可口。”她旁边的张信老爷爷连连点

头。他的风湿腿岁数越大疼得越严重，

每天只会熬粥，尽管饿不着但吃不好，

现在能吃上不重样的热乎饭，还不用洗

碗，可是省心了。“这件事，干得好。”说

到此，张爷爷不禁竖起大拇指。

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养老问题已经

成了基层要直面的挑战。扫帚包村常

住 244户 493人。其中 60岁以上常住老

人 282 人，占常住人口总数的 57%，75
岁以上老人 33 人。他们的子女大多都

不在身边，“留守老人”的饮食起居状况

普遍一般。

近年来，很多地方开始探索如何实

现农村普惠性养老服务。记者在扫帚

包村的见闻，也是阿鲁科尔沁旗委政府

尝试推行的“家门口养老”模式，有条件

的村委会试点建设爱心“老年食堂”、健

身娱乐、理疗康养、互助照料等服务于

一体的“幸福小院”，既有效缓解了集中

养老床位紧张问题，又满足了老年人不

舍乡邻、不舍乡土的想法。

村集体经济壮大为建设幸福小院

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新民乡整合

土地资源、项目资金，加快发展规模化

种养业，村集体经济收入和农民家庭收

入有了很大的提升。2022年末，17个村

集体经济年收入总额增长到了 1688 万

元，各村均达到 20万元以上，其中扫帚

包村能实现 150 万元。“集体经济壮大

了，解决老人的一日三餐、病痛照料成

了头等要事。”乡党委书记穆国栋说。

扫帚包村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

议基础上，投资 240万元建起了“幸福小

院”，其中包括 120平方米的爱心“老年

食堂”，75 岁及以上的老人免费就餐，

其他年龄段老人按成本价吃饭。此外，

配套建了互助康养中心，里面有干净的

护理间和活动室。为方便老人就医，村

卫生室也搬到了小院，村民们可以随时

免费量血压、测血糖，进行一些基础病

的治疗。

吃饭完，“饭友”们在院子里遛弯消

食，闲谈中感慨着生活的变化，也说起

了所思所盼。“医保卡能连到村卫生室

就更方便了！”“戏台子能搭起来，每个

月都能唱出戏就太好了。”几位爷爷奶

奶都说出了他们最新的心愿。

吃不愁、病无忧、乐有伴……让老

年人实现“稳稳的家门口幸福”，这件事

很急也很难，需要地方政府迈开“第一

步”，走好“下一步”，“久久为功”做实做

好。 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9日电

“幸福小院”的欢声笑语
□ 新华社记者 张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