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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处暑节
气，农田里到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
由于前期台风引发一些地区洪涝灾害，
给农业生产带来影响，更加需要做好田
间管理、抗灾夺丰收。现在距秋粮大面
积收获还有1个多月时间，各地粮食生
产情况如何？采取哪些举措应对汛情影
响？下一步怎样做好田间管理？记者就
此进行采访。

秋粮长势总体良好
“经过专家指导，我们早早地就给玉

米施用了营养药剂，现在已经进入乳熟
期，看长势还不错。”黑龙江省海林市新
安朝鲜族镇新安村村民付忠志说。今年
他种了480亩地，其中有380亩不同程
度受灾，在其中一块玉米地，秧苗上还可
以看到洪水侵袭过的痕迹。农业专家的
靠前指导，让付忠志和乡亲们吃上了“定
心丸”。

当前正值秋粮生产关键期。记者从
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秋粮面积稳中
有增，目前北方地区玉米水稻正在灌浆，
大豆处于结荚鼓粒期；南方中稻陆续进
入灌浆成熟期，晚稻处于分蘖期。

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
目前全国晚稻栽插已结束，除部分晚秋
作物外秋粮面积已落实。预计今年秋粮

面积达到13.1亿亩、比上年增加700万
亩左右，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
1300万亩。

据介绍，当前华北、黄淮海除局部洪
涝灾区外，大部土壤墒情好，加之雨热同
期同至，利于玉米等秋粮作物生长发育，
长势良好；南方中晚稻长势明显好于受
高温干旱影响的上年；西北除局部受旱
地区外秋粮长势总体正常。

这位负责人表示，华北、黄淮、东北
已全面转入灾后生产恢复阶段，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正一手抓防灾抗灾救灾减损
失，一手抓大面积单产提升促增产，全力
以赴以丰补歉、以秋补夏，奋力夺取全年
粮食丰收。

真金白银强化关键举措
“前几天我们大力排水，能早排些，

生产恢复就能再快些。”吉林省舒兰市博
涵水稻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孙亚林告
诉记者，汛情让当地不少稻田受损，为了
抢排积水，舒兰市平安镇房身村调来了
20 多台大型排水设施，“水排了三四
天”。

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抗灾夺丰收，
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推动落实防灾减
灾和生产恢复措施：

——抢排农田积水。农业农村部会

同应急管理部紧急调用水泵等储备机
械，累计组织2280多支农机应急作业服
务队抢排农田积水。

——加强技术指导。农业农村部派
出10个工作组和24个科技小分队赴受
灾一线，制定灾后恢复生产十条措施和
7个分作物救灾技术意见，促进受灾作
物恢复生长。

——强化救灾支持。相关部门下达
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7.32亿元，支持
京津冀、东北等地抓紧开展农业防汛救
灾等相关工作。财政部安排一次性补助
资金24亿元，支持北方重点地区开展玉
米大豆“一喷多促”。各地落实喷肥打药
等灾后田管措施，加快改种补种短生育
期作物，加密病虫监测预警，全面落实防
治措施。

奋战40天努力夺丰收
眼下，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水稻长

势良好。在连片的稻田间，农民忙着进
行田间管理。

“正是病虫害防治关键期，我们抓紧
组织人力，抓好病虫害防治、除草和追
肥，用科技力量保丰收。”江苏祥发农业
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梁敬
唯说。

粮食稳产增产，关键在科技。今年

秋粮生产期间，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
学研究所、扬州大学农学院等单位组织
专家团，挂片蹲点进行指导。中国农业
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参加农业农村部
下沉一线包省包片奋战100天夺秋粮丰
收行动，以中国农科院玉米和大豆产业
专家团为基础，组织30多位专家组成科
技小分队赴12个粮食主产省份提供科
技支撑。

“我们努力把大豆种子包衣、密植匀
播、病虫防控、抗旱防涝、低损收获等关
键技术推荐给地方和农户，推动大面积
提升单产。”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研究员吴
存祥说。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
年全国早稻总产量比去年增长0.8%。

“在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全球极端天气多
发的形势下，我国夏粮丰收、早稻增产，
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良好基础。”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说。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
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现在距秋粮
大面积收获还有40天左右，夺取丰收
还要过秋旱、秋涝、台风、霜冻、病虫害
等多个关口。农业农村部门将分类指
导、精准服务抓好秋粮中后期田管，全
力以赴确保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
亿斤以上。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国家
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6日组织
防汛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
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
判强降雨和台风发展趋势，视频调度
河南、安徽、江苏等省份，部署重点地
区防汛防台风工作。

据气象部门预测，26日至28日，
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贵州、陕西东
部和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湖北、
苏皖中北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湖南、
江西、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
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会商指出，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降
雨量大、局地可能有极端强降雨，西
南、江淮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
地质灾害、城乡渍涝等风险较高，今
年第9号台风“苏拉”路径变化不确
定性较大，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

会商强调，当前仍处于汛期，各
级防指要毫不松懈抓好当前防汛防
台风各项工作。华东、华南沿海地区
要密切关注台风“苏拉”发展趋势，落
实防风避险措施；甘肃、新疆、内蒙古
等地要积极做好抗旱工作，坚决确保
群众饮用水安全。

新华社济南8月26日电 记者
日前从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获
悉，甲午海战沉舰来远舰遗址水下考
古调查项目正式启动。这次调查将
通过抽沙发掘，初步明确该舰保存状
况和分布情况等信息，为甲午海战史
和世界海军舰艇史的研究提供珍贵
的考古实物资料。

据悉，此次水下考古调查项目将
历时60天，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
心、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联合中
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和威海市博物馆，
调集来自山东、广东的水下考古队员，
以及广州打捞局人员共同组队。

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
高明奎说，本次调查计划选择在沉舰

遗址的舯、艏、艉三处区域进行抽沙
揭露，计划清理300平方米范围，确
认是否存在舰体以及舰体在泥中的
保存状况；提取部分代表性遗物，找
到沉舰身份的确切实证，综合评估其
整体价值。对发现的沉舰残骸或水
下遗存，考古队员将严格按照考古操
作规程与标准开展测绘、影像、文字
记录等水下考古工作。

1887年建成的来远舰为经远舰
的姊妹舰，同年 12 月加入北洋海
军。1895年2月甲午海战中，日军鱼
雷艇偷袭威海湾内北洋海军船只，来
远舰中雷，舰身倾覆，沉没于刘公岛
石码头南侧海域，舰上30人壮烈殉
国。

甲午海战沉舰来远舰遗址
水下考古调查项目启动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日
前发布。宣言强调鼓励金砖国家同其贸
易伙伴在开展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时使
用本币的重要性，并责成相关机构推进
金砖国家本币合作、支付工具和平台的
研究。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在“全球南方”
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占全球经济权
重持续提高的背景下，推动国际金融货
币体系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
发言权，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继续朝着多
元化方向迈进，反映了广大新兴经济体
和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求和共同期待。

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最近一段时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

中国家在本币结算和跨境支付领域持续
合作，越来越多国家更频繁地推动跨境
交易本币结算，为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能源贸易中，本币结算趋势明
显。今年3月，中法企业完成首单液化
天然气跨境人民币结算交易；8月，印度
完成首单以本币购买阿联酋原油的跨境
结算。另外，东盟成员国近期表示将加
强本地货币使用，多国签订各类型本币

互换协议……
资产储备方面，越来越多新兴经济

体和发展中国家持续推动储备多元化。
世界黄金协会调查显示，受发展中国家
央行积极增持的带动，继去年创下数十
年来黄金购买量纪录后，全球央行仍在
继续增持黄金。

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进展受
到各方关注。今年年初，中国与巴西签
署在巴西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
忘录，推动使用本币进行双边贸易结
算。4月，阿根廷政府宣布将使用人民
币结算从中国进口商品贸易。目前，人
民币是国际支付第五大活跃货币、第五
大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排名第
三，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

多元发展诉求迫切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加多元的国

际货币体系，不但更平衡，而且更公平。”
谈到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高级讲师闫黎这
样说。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
过于单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于
一己私利，激进调整自身货币政策，给发

展中国家带来巨大金融风险。新兴经济
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的需求，体现了其规避发达国家货币政
策负面外溢效应、寻求更加独立自主经
济发展的诉求。

近年来，美国货币政策犹如“过山
车”一般迅猛降息后又激进加息。美国
采取各种手段极力维护美元在国际货币
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不断阻碍全球流动
性，造成资本从新兴市场撤出，使发展中
国家债务风险持续加重。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文章认为，发展
中国家越来越不满美元“绑架”全球经济
的现状，开始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寻求更
大独立性。国际金融咨询公司德韦尔集
团首席执行官奈杰尔·格林以亚洲为例
分析指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将
赋予这一全球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多元
的地区更大灵活性，有利于亚洲推行符
合自身经济状况的政策，加强本地区贸
易和投资合作，促进稳定和增长。

共同期待完善治理
不少专家表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

朝着多元化方向迈进，是新兴经济体和
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与全球贡献不断提
升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各国对完善全球

经济治理的共同期待。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

20 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80%，过去4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
比从24%增至40%以上。提升“全球南
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
权，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期待，
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方向。

美国智库印度、中国及美国研究所
国际商务研究主任丹·施泰因博克认
为，得益于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金砖
国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作，将
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产生积极推
动作用。施泰因博克说，在全球经济增
长主要由新兴经济体驱动的背景下，国
际金融货币体系不能仅服务于发达
国家。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经济与国际研
究所主任马科斯·皮雷斯认为，发展中国
家推动本币互换，是“向建立公平的国际
金融秩序迈出的重要一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
克斯表示，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
位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并不
相称，美国频繁对他国挥舞金融制裁“大
棒”，正进一步损害美元地位。除美元之
外货币的地位将逐步上升。

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

奋力保障秋粮生产

促进本币结算合作 推动货币体系多元
——金砖合作凸显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的共同期待

两部门会商部署重点地区
防汛防台风工作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记者从国
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为进一步完善出
生缺陷防治网络，提升出生缺陷防治能
力，改善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国家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出生缺陷防治能
力提升计划（2023—2027年）》。

提升计划要求坚持预防为主、防
治结合，围绕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
和儿童各阶段，聚焦提升出生缺陷防
治服务能力，促进出生缺陷防治工作
高质量发展，预防和控制严重出生缺

陷发生，减少出生缺陷所致婴幼儿死
亡及先天残疾，更好满足群众健康孕
育的需求。

提升计划通过健全服务网络、加强
人才培养、深化防治服务、聚焦重点疾
病、提升质量管理、强化支撑保障6方面
措施，推进落实18项工作任务，补短板，
强弱项，推动全面提升防治能力。

根据提升计划，到2027年，实现以
下主要目标：

——机构建设明显加强，专业人

员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基层宣教、县
级筛查、地市诊治、省级指导管理、区
域技术辐射的能力全面提升，逐步构
建分工明确、服务联动的出生缺陷防
治网络。

——出生缺陷防治服务更加普惠可
及，三级预防措施覆盖率进一步提高，婚
前医学检查率、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
人群覆盖率分别保持在70%和80%以
上；产前筛查率达到90%，筛查高风险孕
妇产前诊断服务逐步落实；苯丙酮尿症、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等新生儿遗传
代谢病2周内诊断率、2周内治疗率均达
到90%，新生儿听力障碍3个月内诊断
率、6个月内干预率均达到90%。

——一批致死致残重大出生缺陷得
到有效控制，聚焦严重先天性心脏病、唐
氏综合征、先天性听力障碍、重型地中海
贫血、苯丙酮尿症等重点出生缺陷防治
取得新进展，全国出生缺陷导致的婴儿
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降至
1.0‰、1.1‰以下。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2023—2027年）》

改善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深圳湾超

级总部基地与香港隔海相望，用地面
积117.4万平方米，规划总开发建筑
面积约520万平方米，致力于构建集
全球总部聚集区、都会文化高地、国
际交流中心、世界级滨海客厅为一体

的未来城市典范。目前，深圳湾超级
总部基地片区已吸引一批世界500
强及创新科技企业总部入驻，其中包
括招商银行、中国电子、中信证券、中
兴通讯、恒力、碳云智能、天音通信等
企业总部。 （文/图 新华社）

俯瞰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

自我批评时，要联系实际、正视问题、
触及思想，敢于自揭短处，决不能把
自我批评变成自我表扬、把相互批评
变成相互吹捧。

避免民主生活会缺乏实效，应抓
好“真整改”。要把问题整改作为巩
固提高主题教育成效的重要举措抓
紧、抓实。对检查和反映出来的问
题，应当制定整改措施，确定整改目
标和完成时限。上级党组织派出的
指导组等要从严从实加强督促指导，
严防走入“多次召开民主生活会、多

次重复查找问题、多次重复整改问
题，但问题依然存在”的怪圈。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民主生活
会只有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
针，敢于揭短亮丑、真刀真枪、见筋见
骨，点准了穴位，戳到了麻骨，开出了
辣味，才能真正起到脸红心跳、出汗排
毒、治病救人、加油鼓劲的作用。严防
形式主义等问题，让正视“真情况”、开
展“真批评”、实施“真整改”成为常态，
才能让每一次民主生活会都成为一次
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让各级党
员领导干部思想受到洗礼、灵魂受到
触动、工作得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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