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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水

利建设开年即按下“加速键”：国家水网建

设步伐加快、防灾减灾未雨绸缪、河湖生

态治理有条不紊……多地群策群力，为推

动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国家水网建设稳步推进

晋陕峡谷，黄河水在深涧奔腾。在黄

河山西吉县段，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导

流洞支洞建设正有序推进。

“我们正在进行爆破掘进作业，保证

导流洞支洞于 3 月中旬全部建设完工。”

中国水电十四局古贤项目党支部副书记

贺大松说。

古贤工程是继2001年小浪底水利枢纽

工程建成以来，黄河干流上建设的又一控制

性骨干工程。工程全部建成后，将对黄河水

沙关系调节起到关键作用，极大改善晋陕两

省水源条件，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展望 2025 年，多项水利工程建设有

序推进，国家水网工程体系更加完善——

在湖北，在建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

汉工程将进一步提升北方受水区供水稳

定性；在四川，向家坝灌区一期工程有效

保障 198 万亩耕地灌溉用水；在广西，环

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将为提升区

域水资源承载力奠定基础……

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将按照“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

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要

求，联网、补网、强链，全面建设安全韧性

现代水网。

水利投资落实到位，是国家水网建设

顺利推进的保障。水利部规划计划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要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

进一步巩固财政资金、金融信贷、社会资

本共同发力的水利投融资新格局，持续拓

宽投融资渠道。

聚焦防灾减灾谋划在先

防范凌汛，是冬春交替时节水利工作

的重点之一。随着气温逐步回升，黄河内

蒙古河段进入开河期，水利部和地方水利

部门全面进入防凌关键期工作状态。

“预测今年开河期气温总体偏高，若

后期气温急剧上升，易形成较大凌汛洪水

过程。”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正通过科学精细调度骨干水库、

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和浮桥栈桥管理，确保

黄河防凌和人员安全。

解决眼下隐患要集中发力，预防全年

灾情更需未雨绸缪。

“要充分认识 2025 年我国气候年景

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多发强发

态势的严峻复杂形势，始终保持高度警

惕。”在水利部近期召开的水旱灾害防御

工作会议上，相关负责人这样提醒。

近日，天津市防洪调度应急指挥平台

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该平台汇聚了全市大

部分水库、堤防、水闸、雨量站、水位站，以

及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共享的约 50类数

据，基本实现“一屏感知全市水系态势”。

防灾减灾，科技是内功。“水利一号”

卫星预计今年汛前投入使用、15.4万处报

汛站点完成建设……基于“天空地水工”

一体化监测感知夯基提能行动系列成果，

今年汛期水利智能感知能力将显著提升。

水利部副部长陈敏表示，将继续推动

数字孪生水利建设，通过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最新信息技术和水利业务深

度融合，为水利治理管理提供前瞻性、科

学性、精准性、安全性支撑。

河湖生态复苏久久为功

浏阳河畔普迹镇，近年来发生了这些

变化：昔日浑浊的河水变得清澈，沿岸

1000米范围内养殖户实现退养，河岸上步

道崭新、绿树成荫。

“现在好多人来河里游泳！”看到记者，

居民老周挂着笑、心里美，说话中气十足。

浏阳河焕然一新，得益于治理与管理

共同发力。“我们通过源头控污、集镇截

污、农村减污，狠抓养殖污染治理，推进农

业面源污染防治。”湖南省浏阳市普迹镇

党委书记赵舟飞介绍，“在制度层面，配优

配强民间河长，创新实施河长、林长、田长

‘三长合一’巡护机制。”

浏阳河的生态蝶变，是我国全面推进

幸福河湖建设的一个缩影。当前，各地构

建以河湖为轴线的高质量发展空间，水质

好了、风光美了，也带动了产业结构调整。

河湖生态环境复苏，事关民生福祉。

据水利部统计，2024年以来，1.4万公里河

流得到有效修复、保护和治理，妨碍河道

行洪、侵占水库库容等突出问题得到治

理，水域周边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

增强。

前不久，京杭大运河 2025年全线贯通

补水全面启动。补水计划持续至 6月底，

将为华北地区河湖生态增添更多亮色。

以水为笔，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徐徐铺

展。“新的一年，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让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生命、流域重

现生机。”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相关负责

人说。 新华社北京电

身着破衣烂衫、满脸污泥的残疾果农

卖水果为重病儿子筹钱；中年女果农向收

购商下跪，乞求收购“滞销”芒果……这些

场景来自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沙湾区分局

破获的一起“卖惨”摆拍案件。

警方调查发现，打着“助农在行动”名

义的带货博主通过聘请临时演员、编造悲

情剧本、虚构拍摄场景等方式，在短视频平

台引流敛财，一年多时间销售水果总额达

440多万元。目前，该案已移送乐山市沙湾

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对网络“卖惨”营

销乱象进行了集中整治，但虚假助农视频

依然不时出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博主

假借助农旗号，通过“卖惨”带货；从剧本策

划到流量变现已形成完整的畸形产业链。

“卖惨”营销：悲情戏码频上演

“前面那个老板把我芒果收了没给钱”

“我儿子病犯了，着急用钱，你把我的芒果都

买了吧”……2023 年 12 月，在某短视频平

台，一个名为“XX哥助农在行动”的账号频

繁发布多条农村背景的视频，每条视频都挂

上了芒果、车厘子等水果的销售链接。这引

起了乐山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注意。

“在网络巡查中，我们发现这些视频摆

拍痕迹明显，情节和现实脱节，还有不少穿

帮的细节。”乐山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队长

龚懿说。

比如，同一名“演员”在不同的视频里

出现，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

在一条视频里，一名身穿破衣烂衫、满

脸污泥的中年果农，手捧芒果拦住博主的

车，声称家里儿子重病急用钱，但芒果成熟

无人收购陷入困境。果农还不断做出下

跪、作揖的动作。随后，博主掏出厚厚一叠

现金交给果农，并承诺收购全部芒果。

然而，在另一条视频里，这名卑微的果

农摇身一变，成了一名态度蛮横、肆意压价

的水果收购商。他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

上，一名中年女果农向他下跪，乞求他收购

自家“滞销”芒果。

更离谱的是，同一件脏破不堪的土黄

色 T恤，先后穿在不同的果农身上。

“除了剧情是假的，宣称的助农也不真

实。”负责侦办此案的沙湾区公安分局网安

大队教导员李毅告诉记者，该博主在大量

视频中声称，售卖的芒果是自家果园种植、

车厘子为当地现摘。经调查，其销售的水

果实际来源为网络平台商家，与助农毫无

关系。

畸形产业链：从剧本策划到流量变现

沙湾区公安分局民警在侦办时发现，

该带货博主的背后是一个多人团队，已形

成较为完整的畸形产业链。其中，前端负

责编造剧本、虚构场景，中端负责摆拍视

频、直播“卖惨”，末端负责销售水果、流量

变现。

经调查，注册该视频账号的人，是一名

34岁的乐山男子先某。2021年 10月，他在

成都市蒲江县成立皮包公司“四川 XX哥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目的是在短视频平台注

册账号、开设店铺，从而使用企业注册信息

获得蓝V认证标识。

2023 年 1 月以来，先某在多个短视频

平台注册多个账号，组织陈某、朱某等人先

后前往四川、云南、广东、海南等地物色拍

摄地点，按照剧本摆拍“卖惨”视频，制造

“自产自销”的假象，打造“助农解困”“良心

商家”等虚假人设，进行引流和直播带货。

先某负责团队的整体运营，挑选货源、

场地、组织拍摄；陈某配合拍摄，朱某负责

视频的剪辑上传。同时，陈某和朱某还组

织直播卖货。视频出镜人员除了先某、陈

某外，还有其他带货团队的人员等临时客

串。

先某等人并不参与选货、包装、发货、

售后等环节，而是将水果销售链接挂载到

发布的视频和直播间中，让消费者误以为

是其自家种植，诱导购买，从中赚取佣金。

据了解，每单的佣金抽取比例不固定，一般

为销售额的 8%至 15%。

乐山警方调取平台数据统计显示，在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3 月期间，先某的短

视频账号共发布（含已删除）虚假信息 7326
个，累计播放量达 1.22亿人次、获赞 623102
个。该账号为多家短视频商户带货水果

137422单，销售总额达 4415874.5元。

多方联手合力整治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发布

的《中国短视频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

示，从 2018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2 月的 5 年

间，短视频用户规模从 6.48亿增长至 10.53
亿，使用率从 78.2%增长至 96.40%。

与 此 同 时 ，各 类 短 视 频 乱 象 层 出 不

穷。出于带货牟利目的、故意营造悲情画

面、恶意引导消费者的“卖惨”视频充斥网

络，其中不乏虚假助农视频。

2024年以来，依托“净网 2024”专项行

动，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开展打

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及时发现查处

借热点舆情事件进行造谣传谣线索，坚决

整治自媒体运营人员移花接木、摆拍造谣

等利用网络谣言进行吸粉引流、非法牟利

等行为。

受访人士认为，剧本摆拍谣言的本质

是“流量黑产”，其危害远超普通谣言，治理

需多方联手，形成合力。

相关短视频平台应提升技术手段，建

立大数据模型进行风险预警，加强对“贫

困”“助农”等关键词和内容的审核力度，对

高频发布悲情剧情的账号进行重点排查，

健全用户举报机制，与公安机关加强协

作。同时，还应完善法律惩戒，引导公众提

升辨识力，对相关内容保持警惕。

“该团伙正是利用了消费者的‘扶贫心

理’，从而实现‘情感绑架式’的销售。”李毅

说，这种情感绑架使得公众的善意沦为流

量变现工具，导致“狼来了”效应，久而久之

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会难以获得关注。

受访民警提醒，广大群众在观看直播

带货时，不要轻易被“卖惨”等噱头迷惑，遇

到可疑的直播或者发现被骗，应及时向平

台和公安机关举报，共同营造健康的网络

直播环境。

新华社成都电

近期气温反复多变。据中央气象台预

报，自 2 月 26 日起，我国大部地区持续回

暖，但预计在 3月初时冷空气再度来袭，全

国大部地区又将出现剧烈降温。

乍暖还寒时，如何做好春季高发疾病

的预防？

—— 冷 热 交 替 ，要 小 心 呼 吸 系 统 疾

病。春季里气温变化大、忽冷忽热、细菌病

毒都会比较活跃，导致一些呼吸系统疾病

处于高发期。除普通感冒外，流行性感冒

亦在春季高发，水痘、流行性腮腺炎、麻疹、

百日咳等虽已通过接种疫苗有效控制，但

仍会有散发。专家提醒，这些疾病都可通

过注意保暖、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及时接种

疫苗、增强免疫力等措施有效预防。

“儿童是多种呼吸道传染疾病的易感

人群。”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传染科

副主任曾玫介绍，流行性腮腺炎主要通过

飞沫传播，少数通过用具间接传染，主要表

现为腮腺肿大、疼痛，可能伴有发热、头

痛。麻疹俗称“见面传”，未接种含麻疹成

分的疫苗且未患过麻疹的人群是麻疹病毒

的主要“攻击对象”，症状包括发热（通常是

高热）、咳嗽、流鼻涕、眼睛发红、口腔颊粘

膜有斑点、全身皮疹等。

曾玫提醒，流行性感冒严重时会出现

肺炎、脑炎、心肌炎等并发症，出现感冒症

状时应及时通过病原检测等辨别普通感冒

和流行性感冒，若确认患上流行性感冒应

及时采取抗病毒治疗，避免发生严重并发

症。

——过敏原“随风”而行，需警惕过敏

性疾病。春季气候多变，春风里易携带花

粉、尘螨、柳絮等常见过敏原，侵袭人体，引

发多种过敏性疾病，包括季节性接触性皮

炎、荨麻疹、湿疹、过敏性皮炎等皮肤疾病，

以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过敏性结膜

炎等。

“过敏不仅是过敏体质人群需要注意

的，其他人群在免疫力低下时也可能出现

过敏。”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过敏性

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冯燕华建议，春季外出

时可戴口罩、帽子，回家后及时清洁面部和

更换衣物，避免接触过敏原；对于过敏性鼻

炎、过敏性哮喘患者，日常应规范用药，让

病情处于良好的控制水平，进而减少过敏

出现。

专家提醒，过敏症状严重时应及时就

医，慎防病情加重出现过敏性休克等。

——气温变化大，得管好心脑血管疾

病。“春季气温大起大落，血管也会跟着热

胀冷缩。”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心血管

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万众说，患有高血压、动

脉粥样硬化、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患者血

管硬化程度较高，更难适应环境温度的快

速变化，血管在不断舒张和收缩中更易出

现异常，可能引发脑溢血、中风、心肌梗死

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

专家提醒，春季时要特别注意慢病管

理。针对相关疾病风险人群，黄万众建议，

早晚加穿背心、围巾等，重点保护颈动脉和

胸口不受寒；洗澡水温控制在 38—40℃，从

四肢开始冲淋，让血管逐渐适应；在起床、

起身时，依次进行“三个 30 秒”，即睁眼躺

30 秒、坐起 30 秒、床边坐 30 秒，给血管调

节的时间。此外，若出现持续头痛、单侧肢

体麻木、胸口压榨性疼痛超过 15 分钟，应

立即拨打 120，抓住黄金抢救时间。

——“春困”“伤春”，勿轻视精神心理健康。春天里易犯困、提不起精

神、容易伤怀、陷入忧思……“春困”“伤春”，都是形容在春季时发生的心

理、精神方面的不适。

对此，上海市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占归来解释称，冬去春来时，

气温、日照的变化对人体的生物钟和激素水平产生影响，光照时间变长可

能刺激大脑分泌更多血清素，也可能引起褪黑素分泌减少，进而影响情绪

调节，“有些人更为敏感，在这样的变化刺激下易有焦虑、抑郁等情绪波

动。”

“预防精神疾病，缓解心理不适，可以通过坚持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来

实现。”占归来提醒，如果相关症状持续或加重，应尽早寻求专业帮助。

——“回南天”来袭，应提防消化系统疾病。墙上冒水珠、到处湿漉漉

……近日，南方多地在回暖过程中出现了“回南天”。在湿度大、温暖的环

境下，细菌和真菌可迅速繁殖，食物易变质腐烂。

“一到‘回南天’，总有个别误食变质食物导致胃肠道不适的患者前来

就医。”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儿童感染消化内科副主任何筱胤建

议，春季应加强饮食、饮水卫生，食物充分加热，避免食用不新鲜或变质的

食物，尽量少吃或不吃剩饭剩菜。若出现呕吐、腹泻等不适症状，应及时

就医治疗。

春季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包括细菌性食物中毒、细菌性痢疾、急性胃

肠炎、消化不良等。何筱胤提醒，多种消化系统疾病都会出现呕吐、腹泻

的症状，患者用药须谨慎，切勿在未查明病因的情况下盲目使用抗生素。

春季是万物生发的季节，也是保健养生的黄金期。专家提醒，在预

防“春病”的同时，要科学适度地进行体育锻炼，强健体魄，注重饮食的

营养均衡，早睡早起，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为一整年的健康打下良好

的基础。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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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悲情”博取“真同情”，虚假助农视频为何屡禁不绝？
□ 新华社记者 熊丰 薛晨

3月 4日，天鹅在密云水库流域的清水河内戏水。

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大批天鹅、苍鹭等候鸟飞临北京密云水库，在这

里栖息觅食、繁育后代。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做好助农减灾利民“水文章”
——全国多地开春治水观察

□ 新华社记者 魏弘毅 徐思钰 柴婷

近日，长沙春日渐暖，许多市民来到长沙市银杏公园开展运动休闲活动。该公园经过提质改造后，

将智能设备融入自然景观，划分为活力运动区与游乐区，成为市民日常锻炼、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图①为长沙市银杏公园一角。

图②为市民在长沙市银杏公园使用智能设备锻炼身体。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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