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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对党忠诚、纪律
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训词铮铮，其心拳
拳。

今年入汛以来，作为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和
国家队，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闻警即动、冲锋在前。一个个橙
色身影迎风而立、迎水而击，以实际行动践行
训词精神，在灾区筑起一道道坚不可摧的橙色

“大坝”。
雨声就是哨声，汛情就是号令。
洪水侵袭河北涿州，8月2日晚，靖雅学校

内1400余名村民被困。围墙开始倒塌，大水
灌进教室，朝着二楼漫去。警情骤增，河北、山
东消防救援队伍接令紧急驰援。

洪水湍急，救援艇无法靠近楼体。“人命关
天！党员跟我一起先跳！”唐山市消防救援支
队消防员周恒和队员们相继跳入激流，涉水泅
渡，奋力将导向绳系在楼体上，开辟出一条条
救援通道。

教学楼窗台和救援艇有一米多的高度差，
济南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曹博源上前半蹲
马步、双手紧紧抓住窗台，以肩为梯、以背为
桥，用身体架起一座坚实的“人梯”，让被困群
众踩着他的肩背登上舟艇。

向险而行，到灾情最严重、抢险最困难、群众
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牢牢

刻在心里、高高举过头顶。
——关口前移，预置救援力量。
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统筹协调

下，主汛期来临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在高风险区域和重点防汛地段预置专业力量
值守备勤，遇有重大险情，提级指挥应对。其
中，台风“杜苏芮”登陆前，在闽、浙、赣等地设
置117个前置备勤点，调派2954名消防救援人
员靠前驻防，全力确保出现险情能快速处置。

——全力救援，人民消防为人民。
8月3日，吉林舒兰市永胜林场，暴雨如

注、四下漆黑。多个村屯失联，几百名群众的
生命安全情况不明，谁去搜救侦查？

紧要关头，吉林市消防救援支队14名党员
站了出来，组成党员突击队，顶着瓢泼大雨，摸
黑突进灾区。

“我们心里有股劲儿，一定要挺进灾区，找
到他们！”吉林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二站战斗
班长孟凡华说。经过近36个小时的不懈努力，
卫星电话里一次次传回振奋人心的报告声：

“六滴村取得联系！”“七滴村取得联系！”“青松
林场取得联系！”……

防汛救灾一线，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纷纷成立临时党组织，组建党员突击队，设立党
员先锋岗、示范区。堤坝上、舟艇里，凝聚起抗
洪抢险的强大合力。

——跨区增援，彰显履职能力。

8月2日22时35分许，山东省消防救援总
队7个支队、87辆消防车、519名消防救援人
员，全部到达河北集结点并投入抢险救灾战
斗。从接令增援到投入战斗，仅用8个小时。

高效增援背后是消防救援队伍不断增强
的履职能力。防汛救灾一线，国家消防救援局
不断优化改进执勤备战模式：调派的水域救援
专业队均配有救生抛投器、水上救生机器人等
水域救援装备；调配宿营车、炊事车、淋浴车、盥
洗车、被服洗涤车、发电照明车等，保障消防救
援人员“三热一干”基本生活需要……

入汛以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累
计投入4.2万余人、车辆舟艇1.98万余辆（艘），
营救疏散群众超3.02万人。

灾情来临，义无反顾；灾后重建，勇挑重担。
积水排涝、防疫消杀……洪水渐退，长春

市消防救援支队马不停蹄转战参与灾后重建。
吉林榆树市拉林河流域多个村庄积水严

重，支队消防员跳进齐肩的积水中，调整抽水
泵位置，寻找最佳排水点；在消杀阵地，他们又
顶着炎热天气，对多个村庄进行挨家挨户消
杀。

在黑龙江，牡丹江市消防救援支队组建送
水小分队，消防车变成送水车；在北京，门头沟
区消防救援支队成立服务小分队，到临时安置
点等场所开展消防培训……重建家园，消防救
援队伍一路护航。

当前，全国多地暴雨、洪涝、台风等灾害仍然
高发，依然不能有丝毫放松。

德州支队讲解营救群众案例、济南支队演
示电动排涝车操作……8月25日，刚刚撤回驻
地的山东消防救援队伍，召开增援河北抗洪抢
险战评总结会。

“我们抓紧组织开展复盘总结，针对性制
定改进措施，为今后的救援工作提供借鉴和参
考。”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副总队长王发江说，
要以此次跨区域抗洪抢险为契机，优化完善指
挥调度、战勤保障等方案，进一步规范水域救援
队伍建设。

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抗洪应急救援准
备。8月23日，山西临汾市消防救援支队对全
市雷暴大风重点预警区域水域救援分队进行实
战拉动；8月25日，湖北老河口市消防救援大队
总结防汛工作经验，对执勤车辆、器材进行检查
保养。

深化岗位练兵，持续提升综合救援和专业
处置能力。连日来，甘肃、江苏、云南等地的消
防救援队伍开展抗洪抢险救援和应急保障演
练，实战检验消防救援队伍综合应急救援能力。

风雨见初心，危难显忠诚。这支因人民而
建、为人民而战的队伍，这支不畏艰险、不怕牺
牲、敢打必胜的队伍，必将知责奋进、勇往直
前，为夺取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更大胜
利不懈奋斗。

冲锋在前挑重担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防汛抗洪救灾综述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
莲29日答记者问表示，为进一步便利两岸人员往
来，自8月30日起，往来两岸及第三地旅客经由台
湾中转进入大陆人员无需进行入境前抗原检测或
核酸检测。

有记者问：8月28日，外交部宣布调整来华人
员入境检疫措施，请问往来两岸人员疫情防控措
施是否有新的调整？朱凤莲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国台办：

往来两岸人员无需进行
入境前抗原或核酸检测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
中心 29 日在京发布《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
（2021—2022）》。报告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快
速发展，中长期内我国老龄产业重大需求将不断
凸显，老龄产业蕴含着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

根据报告，2021—2035年，我国老龄产业在
多个方面产生重大需求，例如，老龄健康方面的健
康管理、慢病管理、医疗卫生、安宁疗护等；老龄用
品与制造方面的适老化产品、康复辅具等；老龄宜
居方面的适老化改造、适老化环境与服务等；老龄
金融方面的个人老龄金融产品以及老龄产业金融
支持等。

而在2036—2050年，随着“70后”“80后”群
体步入老年，我国老龄产业需求将在消费模式、需
求层次、需求内容等方面发生变化。例如，线上消
费模式更加普遍，精神文化、终身学习、老有所为
成为老年人追求的重要内容，智慧养老与科技助
老需求凸显。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
王莉莉认为，近年来，我国老龄产业快速发展，目
前已初步形成老龄金融产业、老龄制造产业、老龄
健康产业、老龄服务产业、老龄宜居产业、老龄文
化产业等主要产业领域，未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实践表明，大力发展老龄产业有利于充分就
业、扩大消费和促进投资。”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
心副主任党俊武认为，未来可在打造老龄健康产
业体系、老龄制造产业科技创新、老龄服务产业质
量提升等方面发力，为“长寿时代”带去新的经济
支撑。

报告显示

中长期内老龄产业将在
多方面产生重大需求

新华社天津8月29日电 天文预报显示，8月
31日9时36分月球将达到满月的状态，这是全年最
接近地球的满月，因此也是本年度最大的满月。

天文科普专家表示，由于本次满月时刻发生
在31日上午，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于30日和31
日这两晚欣赏这轮“超级月亮”。

当月球和太阳处于地球两侧，并且月球和太
阳的黄经相差180度时，地球上看到的月球最圆，
被称为“满月”，亦称为“望”。农历每月的十四、十
五、十六甚至十七，都是满月可能出现的时段。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介
绍，一个公历年中通常会有12次或13次满月。
2023年是农历癸卯年，为闰年，有个闰二月，因此
有13次满月，但满月与满月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月球的公转轨道是个椭圆，与地球的距离大约在
35万到41万千米之间变化，由此带来的月球视直
径也会不同。据测算，最大和最小满月视直径相
差大约14%。

这轮“超级月亮”并不是在同一时刻“最大最
圆”，而是“先最大后最圆”。月球在8月30日23
时 54分通过近地点（距离地球约 35.7181 万千
米），9小时42分后迎来最圆时刻。

“喜欢赏月的公众可于30日和31日这两晚进
行观赏。入夜后便可留意，裸眼欣赏即可。”修立
鹏说。

本年度最大满月
将于明日现身天宇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近期，新华社记
者全程参与了由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
江科学院牵头组织的2023年江源综合科考
活动，发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青藏
高原腹地的长江源区生态环境正在发生一
系列变化。

长江三源：
向下游输送大量水资源

记者看到，长江三源中，正源沱沱河水流
湍急，水色土黄；南源当曲水量充沛，河水清
澈；北源楚玛尔河河水偏红，像是大地的血脉，
在宽阔的河床中流淌。

长江科学院水环境研究所副所长赵良元
介绍，沱沱河以冰川融水补给为主，汛期沿途
携带大量泥沙，较为浑浊；当曲以降水、冰雪融
水及地下水补给为主，经过大面积的湿地调蓄
过滤，河水清澈；楚玛尔河流经含铁丰富的岩
层，河水偏红。

“长江三源河水呈现不同特征，但水质整
体优良。”赵良元说。

长江源区河流不仅水质好，而且水量大。
据青海省水利厅统计，2018年至2022年间，长
江从青海出境输送到下游的年平均水资源总
量达259.95亿立方米。按照国家统计局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所载“我国人
均年用水量425立方米”，输水量相当于6100
多万人一年的用水量。

河流水系：
“辫状”水系规模庞大

在沱沱河与当曲汇合处的囊极巴陇，像长
发麻花辫一样的“辫状”河道呈现在科考队员眼
前，河水宽浅游荡交织，沙洲林立，多汊并行，河

道最宽处超过3000米。
像囊极巴陇一样，沱沱河、楚玛尔河下游、

当曲下游及其支流布曲、尕尔曲，以及长江干
流通天河上游河段，均以辫状河道为主，河水
游荡在宽阔的河道里。

“规模庞大的‘辫状’水系，是长江源区河
流的一个突出特点。”长江科学院总工程师徐
平说。

据介绍，在青藏高原上，江源河床下多是
冻土，河水很难向下侵蚀。加上两岸没有山体
形成自然约束，也不像平原地区修建堤防、护
岸等水利工程，长江源地区河流水量大、水流
快时，河道冲刷以横向变形为主，因此河床呈
现千变万化的“辫状”形态。

直门达水文站扼守长江源区干流通天河
出口。据水利部发布的2022年《中国河流泥
沙公报》，直门达水文站记录过去近10年的年
平均径流量为167亿立方米、年输沙量为1200
万吨，分别比1967年至2000年的多年平均值
高出24.6%、20%，显示长江源区河流整体径流
量和含沙量呈现明显增加态势。

长江科学院河流研究所副所长周银军表
示，长江源区“辫状”河道出现径流量和含沙量
明显增加时，河流“辫状”强度与横向扩张持续
增强，将对河床附近公路、桥梁、输油和通信管
线等基础设施安全造成一定威胁。

高寒草地：
快速升温或导致植被退化

记者行进在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长
江源区，看到很多地方植被茂盛，碧草如茵，
牛羊成群，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高原生态
景观。

来自长江科学院的科考队员任斐鹏博士告

诉记者，经现场调查显示，长江源区广泛分布的
高寒草甸植被以高原嵩草和矮嵩草等抗寒、耐旱
的莎草科植物为优势种，植株通常比较矮小，多
低于20厘米。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长江源区近年来气
温升高，降水增多。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2
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显示，包括长江在内的
三江源地区，2000年至2022年降水量平均每

10年增加30毫米，年平均气温平均每10年增
加0.4摄氏度。这期间，三江源地区91.2%的区
域植被生态质量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快速升温过程中的高寒草甸生
态系统变化引起了科考队员的关注。研究显
示，持续升温突破“临界点”后，或将打破原有
生态系统平衡，导致植被退化，草地畜牧生产
力下降，也可导致生态环境质量下降。

长江源区的水鸟群（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气候变暖给长江源区生态环境带来系列变化

长江三源整体水质优良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2022年11月21
日16时许，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安阳市凯信
达商贸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造
成42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2311
万元。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
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11·21”特别重大
火灾事故调查报告。经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调查
认定，河南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11·21”
特别重大火灾事故是一起企业负责人严重违
法违规、主体责任不落实，地方党委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职不到位而导致的生产安
全责任事故。

事故调查组查明，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凯信
达公司负责人在一层仓库内违法违规电焊作
业，高温焊渣引燃包装纸箱，纸箱内的瓶装聚

氨酯泡沫填缝剂受热爆炸起火，进而使大量
黄油、自喷漆、除锈剂、卡式炉用瓶装丁烷和
手套、橡胶品等相继快速燃烧蔓延，并产生大
量高温有毒浓烟。火灾发生时，凯信达公司
一层仓库的部分消防设施缺失、二层的被人
为关停失效，尚鑫公司负责人未及时有效组
织员工疏散撤离，是造成大量员工伤亡的重
要原因。

调查查清事故暴露的主要问题是涉事企
业违法违规组织建设施工、违反消防安全规定
等，地方党委政府没有认真落实属地安全管理
责任，消防救援机构监督检查和专项整治不
力，商务部门对商贸行业消防安全管理指导督
促不力，公安派出所日常消防监督检查不到
位，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不严格，

自然资源部门对非法用地行为查处不彻底，住
房城乡建设和城市管理部门没有查处有关建
设工程消防安全问题。

河南省委常委、副省长孙守刚
被问责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对河南
省委常委、副省长孙守刚在河南安阳“11·21”
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的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
审查。

经查，孙守刚同志作为河南省委常委、副
省长，分管应急管理、联系消防救援工作，贯彻
党中央关于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工作部署不
力，对安阳市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出现的偏差
推动整改不到位，未有效督促安阳市和有关部

门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推动地方
和部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到位，压力传导
不够，对有关部门、单位推诿扯皮造成消防安
全出现监管真空、责任落空的问题失察失责。
孙守刚同志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应
予严肃问责。

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
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孙守
刚同志党内警告处分。

另外，河南省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的8
名企业人员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河
南省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
纪依法对事故中涉嫌违纪违法的58名公职人员
进行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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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国家版权局、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
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2023”专项行
动，这是全国持续开展的第19次打击网络侵权盗
版专项行动。

据介绍，本次专项行动于8月至11月开展，
将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为契机，聚焦版权领域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和急难愁盼
的具体问题，不断深化重点领域网络版权专项整
治，充分发挥版权保护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文
化创新创造、满足人民文化需求、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作用。

专项行动将聚焦3个主要方面开展重点整治：
一是以体育赛事、点播影院、文博文创为重点，强
化专业领域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传播版权秩
序。加强重点体育赛事节目版权保护，着力整治
未经授权非法传播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等体育
赛事节目的行为。加强对点播影院、私人影吧的
版权监管。加大对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文化
创意产品版权保护力度。二是以网络视频、网络
新闻、有声读物为重点，强化作品全链条版权保
护，推动建立良好网络生态。深入开展对重点视
频网站（App）的版权监管工作，重点整治短视频
侵权行为。深入开展新闻作品版权保护工作，着
力整治未经授权转载新闻作品的违规传播行为。
加强对知识分享、有声读物平台及各类智能终端
的版权监管，着力整治未经授权网络传播他人文
字、口述等作品的行为。三是以电商平台、浏览
器、搜索引擎为重点，强化网站平台版权监管，压
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深入开展电商平台版权专
项整治，重点规范浏览器、搜索引擎未经授权传播
网络文学、网络视频等行为，推动重点网站平台企
业开展版权问题自查自纠。

四部门启动
“剑网2023”专项行动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2023年2月22
日13时12分许，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孪井
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内蒙古新井煤业有限公司
露天煤矿发生特别重大坍塌事故，造成53人死
亡、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0430.25万元。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内蒙古阿拉
善新井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2·22”特别重
大坍塌事故调查报告。经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调查认定，内蒙古阿拉善新井煤业有限公司露
天煤矿“2·22”特别重大坍塌事故，是一起企业
在井工转露天技改期间边建设边生产，违法包
给不具备矿山建设资质的施工单位长期冒险
蛮干，相关部门监管执法“宽松软虚”，地方党
委政府失管失察，致使重大风险隐患长期存在
而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调查组查明，事故直接原因是未按初

步设计施工，随意合并台阶，形成超高超陡边
坡，在采场底部连续高强度剥离采煤，致使边
坡稳定性持续降低，处于失稳状态，边帮岩体
沿断层面和节理面滑落坍塌，加之应急处置不
力，未能及时组织现场作业人员逃生，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调查查清事故暴露的主要问题是煤矿严
重违法建设生产，施工单位违法冒险蛮干，中
介机构、监理公司故意弄虚作假，有关部门监
管不严不实，地方党委政府失管失察。

2名中管干部被问责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对第二

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
政府副主席黄志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代钦在内蒙古阿拉善新井煤业有限公司露天

煤矿“2·22”特别重大坍塌事故中的失职失责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该事故是一起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是问题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内蒙古
自治区和相关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
均负有责任。

黄志强同志作为分管能源部门和安全生
产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指示要
求存在差距，对自治区煤炭行业管理和监管部
门未认真履行煤矿安全监管职责等问题失管
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应予严
肃问责。

代钦同志在2018年9月至2023年2月先
后担任阿拉善盟盟长、盟委书记期间，对阿拉
善盟行署及有关单位、部门未认真履行安全生

产责任和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等问题失管失察，
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
求，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应予严肃
问责。

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
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分别给予
黄志强同志党内警告处分、代钦同志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另外，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
犯罪的19名企业人员立案侦查。内蒙古自治
区纪检监察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
理部纪检监察组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系统纪
检机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对
事故中涉嫌违纪违法的42名公职人员进行严
肃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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