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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以来，黄淮海地区大部降水偏
少，7 月持续高温，部分地区旱情发展较
快。目前，黄淮海夏玉米正处于大喇叭口
期，是需水量最大、缺水影响最敏感时
期，持续发展的旱情对夏玉米生长发育
带来了不利影响，黄淮海地区的干部群
众积极行动起来抗旱保丰收。

河南是黄淮海地区的第一产粮大
省。6 月以来，河南省持续少雨，平均降
水量仅 95.2 毫米，较常年偏少近 6 成，7
月份温度持续偏高，全省中西部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旱情。该省农业厅副厅长魏
蒙关说，目前，河南水稻处于孕穗期，生
长发育快，需水量大，持续旱情对水稻生
长发育和产量形成构成严重威胁。

针对此，河南省紧急下拨 5000 万
元抗旱资金。对出现旱情的地区，动员群
众开展抗旱浇灌，努力做到能浇尽浇；对
尚未形成农业干旱的地区，密切关注天
气和墒情变化，及早做好各项抗旱准备；
对受灾严重地块，及时指导农民改种补
种，减轻灾害影响。截至 7 月 28 日，全省

累计浇水 7500 万亩次，平均日进度 160
万亩次。

山东是黄淮海地区第二产粮大省。
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王登启说，山东部
分地区旱情较重。今年 6 月至 7 月，山东
降水虽较为频繁，但降水量较小，时空分
布不均，导致鲁东、鲁中南山区丘陵地出
现旱情。截至 7 月中旬，全省共有 1300
多万亩各类农作物受旱。其中，玉米受旱
面积 900 多万亩，重旱 200 多万亩，造成
玉米发育期推迟，生长缓慢。

目前，山东玉米正处于营养生长和
生殖生长最为旺盛的时期，也是肥水管
理的关键时期。“我们将组织有条件的地
方抓紧进行浇水追肥，没有水浇条件的
地块借雨追肥，力争全省普遍追施一遍
攻穗肥。”王登启说。

安徽省农委副主任王华说，夏种以
来，安徽淮北地区出现旱情，对处于需水
需肥关键期的玉米生产造成一定影响。
在各地抗旱措施和之后的降水作用下，
旱情得到缓解。7月 28日，全省受旱面积

缩小至 425 万亩，其中，中旱 90 万亩，轻
旱 335 万亩，主要集中在淮北地区西北
部。目前受旱地区正全面抗旱保苗。

截至目前，安徽省农委已组织开展
玉米苗情和土壤墒情应急监测 6 次，指
导各地科学决策。亳州市财政拿出 160
万元抗旱专项经费，积极加大抗旱保苗
资金支持力度；阜阳市抽调技术人员深
入田间地头指导抗旱田管，全市已抗旱
浇灌各类作物 74.3 万亩，受旱的粮食高
产创建示范片、中旱以上受旱田块已开
始全面浇灌，重旱田块已基本浇灌一遍。

针对黄淮地区的旱情，农业部组织
专家制定了黄淮海夏玉米抗伏旱保秋粮
技术指导意见，提出以“科学抗旱、分类
指导、肥水齐攻、防病治虫”为重点，切实
加强田间管理，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
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说，农业部
号召各地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全
力投入抗旱保丰收工作。要做好抗大旱、
长期抗旱的各项准备，克服靠天等雨思
想和畏难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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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安 7 月
31 日 电 记 者 雷

婷 报 道 ：从 早 上
5 时到晚上 24 时，
年过 5 旬的机电组
长车代成一直坚守
在抽水站检修、排
除设备故障。7 月
份以来，陕西省先
后 出 现 35℃ 以 上
的 高 温 天 气 共 有
18 天，最长高温持
续时间达 8 天。持
续 的 高 温 少 雨 天
气，导致陕西大部
分地区旱情严重，
加之近期仍无明显
降水，干旱呈加重
趋势。

当 前 ， 陕 西
省 农 作 物 受 旱 面
积 412 万亩，其中
成 灾 面 积 67 万
亩 ， 绝 收 8 万 多
亩 。 成 灾 和 绝 收
面 积 主 要 集 中 在
关 中 灌 区 北 沿 和
陕 南 中 东 部 地
区 ， 受 灌 溉 成 本
较高等因素影响，
个 别 灌 区 也 存 在

“水中旱”现象。
陕西省委、省政府对抗旱工作高度

重视，要求及时安排救灾经费，确保人畜
用水安全，保证农业生产秋粮丰收。陕
西省农业厅紧急召开农业系统抗旱保秋
工作会议，并派出 6 个工作组奔赴各地
指导抗旱保秋。

陕西省内 12 个大型灌区充分发挥
抗旱主力军作用，昼夜抢灌。截至 7 月
30 日，全省 12 个大型灌区当日渠首引
水流量 164.6 立方米每秒，当日灌溉农
田 14.8 万亩，累计完成 540 万亩，完成
夏灌任务的 114%。

根据会商分析，8 月上旬陕西省大
部晴热少雨，关中、陕南夏伏旱还将持续
偏重发展。陕西省要求各级做好“抗长
旱”思想准备，突出节约用水，强化水资
源统一调度管理，千方百计优先确保群
众用水安全。

本报北京 7 月 31 日讯 记者杨学聪报道：今天，北
京 2022 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委员会官方网站正
式开通上线。今后，广大公众随时可以通过该网站了解
我国冬奥申委的工作进程。

2022 年冬奥会申办以来，冬奥申委按照国际奥委会
规定的申办流程，开展了包括开通官方网站等一系列工
作。冬奥申委网站将成为北京 2022 年冬奥申委信息发
布的权威平台，更将是国内民众、国际社会、国际奥委会
委员了解北京、了解张家口的重要窗口。

北京联合张家口申办 2022年冬奥会，是中国申办的
又一次顶级国际盛会。申办冬奥会有利于进一步展示中
国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弘扬奥林
匹克精神，发展冬季运动，推动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
国迈进；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推动健身、休闲、文
化、旅游等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城市环境特别是大气污染
治理，改善人民生活，提升民众健康水平。

女手工艺人赵隆存坐在编织手工藏
毯的木制机架前，手指灵巧翻飞，忽儿穿
引彩色纱线，忽儿拿起锤子敲实纬线，忽
儿又用小刀砍断纱缕，让人目不暇接。赵
隆存家住青海西宁市郊徐家寨村，手工编
织藏毯已有 22年。

藏毯，是青海的支柱产业，又是丝绸
之路的珍贵文化遗产。作为独具特色的工
艺，手工编织藏毯在青海得到保留传承。
藏毯有 2 个重要特征，一是手工编织工艺
和图案有明显的藏文化元素，二是原料
为 藏 系 绵 羊 毛 。藏 系 绵 羊 生 活 在 海 拔
2500 米以上，羊毛较为粗长、回弹性好、
上染率高，是编织地毯的上佳原料。历史
上，藏毯沿丝绸之路传入西域，又经唐蕃
古道走出南亚、传入欧洲，在世界上与波
斯毯齐名。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藏毯一度失去
应有的地位，甚至青海作为藏毯发源地
的地位也受到了动摇。改革开放的春风
吹到青藏高原，藏毯产业迎来了发展机
遇。1996 年，一家名为“藏羊”的藏毯
企业成立，伴随着公司的开拓拼搏，“藏

羊”品牌日益叫响。藏羊集团总经理马
民新介绍，2004 年，藏羊建起手工编织
基地，2007 年引进第一台机织设备后，
规模迅速扩大，2008 年以前产品全部出
口。现在，公司已成为拥有５家控股子
公司、年产值达 9 亿元的国内藏毯行业
排头兵。

圣源公司是藏毯行业的后起之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圣源看准国外一
批地毯生产厂转移生产地而市场需求潜
力仍在的时机，逆势而动，投资建起全产
业链的现代化藏毯企业。2010 年产值破
亿，产品 60%出口，到去年已实现产值近
3亿元。

“藏毯是订单生产，企业无库存。”圣
源地毯集团副总经理杜非说，“能有这样
的成绩，与政府支持分不开。省里有优惠
政策，税收还给予减免，收购农牧民的羊
毛也有价格补贴，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效
助力。”据测算，仅“圣源”一家的原料需
求，就可带动 1 万多户农牧民增收。目前，
在位于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区内的藏毯工
业园，已有近 10 家藏毯企业。他们高起点
经营，聘请国外专家，运用高新技术和先
进设备，研发创新产品，共同推动青海藏
毯发展。

８月７日，新一届中国(青海)国际藏
毯展览会将在西宁开幕。从 2004年开始，
展会已举办十届。2013 年，成交额突破１
亿美元。在国际上，青海藏毯企业每年都
在汉诺威、拉斯维加斯等大型国际展会闪
亮登场，“藏羊”品牌每年 70%以上的订
单来自汉诺威。

更可喜的是，青海藏毯正昂首步入高
端市场。据介绍，一幅精品挂毯可拍卖到
上百万元。藏毯，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产
业，在世界艺术殿堂大放异彩。

藏 毯 昂 首 高 端 市 场
本报记者 王晓雄 石 晶

丝 路 行·看 青 海丝 路 行·看 青 海

本报北京 7 月 31 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由中华社
会救助基金会和北京国康驿站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
中国老年健康关爱公益行动近日在京启动。

中国老年健康关爱公益行动利用移动互联网和健康
物联网技术，搭建“医院-社区-家庭”一体化健康医疗综
合服务网络，整合优质医疗资源，组建“健康志愿者”团
队，一方面为老年人提供远程健康咨询、中医养生保健、
家庭护理指导等智慧医疗服务，另一方面为广大基层医
护人员提供在线护理技能培训和远程教育，提高基层医
护人员的服务水平和能力。

北京2022年冬奥申委官网开通

老 年 健 康 关 爱 公 益 行 动 启 动老 年 健 康 关 爱 公 益 行 动 启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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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青 年 恒 好 ”中 期 成 果 发 布

本报北京 7 月 31 日讯 记者韩叙报道：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和余额宝近日联合启动“圆梦行动——101
爱心助学”公益活动。余额宝用户只要在余额宝中转入
101 元，中国青基会就会相应地筹集 100 元公益善款定
向投入这一项目，余额宝官方则会相应捐赠 1 元钱。在
这一操作模式下，余额宝用户存入的 101 元慈善资金仍
旧归用户所有，中国青基会和余额宝筹集的 101 元则会
成为项目基金，最终捐赠给贫困大学生。也就是说，用户
在理财的同时，就能为公益事业出一份力。

余额宝携青基会助力希望工程

本版编辑 秦文竹 常 理

7 月 26 日，安徽

亳 州 市 谯 城 区 华 佗

镇 黄 庄 村 农 民 王 淑

真 为 中 药 材 种 植 地

浇水。

连日来，安徽省

亳州市旱情持续，已

有 200 多万亩在地作

物达到重旱程度。

刘勤利摄(新华社发）

国有国法，党有党规。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党纪国法

是从政做人的底线，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也是触碰不得的

高压线。周永康被立案审查，充分体现了党纪国法面前人

人平等的原则，也再次警示党员干部：党纪国法不容违逆。

古人说：“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

止。”一个人只有敬畏法纪，才能慎初、慎微、慎行。反之，

如果目无法纪，必然迷心智、乱言行、丢操守。纵观一些

落马的贪官，无不是让贪欲蒙蔽了理智，让权势淹没了敬

畏，一步步失守法纪的防线，最终走向蜕变腐化、违法犯

罪的深渊。这警示每一个党员干部，在党纪国法面前，要

心存敬畏，不要心存侥幸。心怀敬畏，才能慎始敬终；警

钟长鸣，才能警笛不响。

严密的组织性和铁的纪律，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优

势。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

明纪律。任何党员，不论党龄长短、职务高低，都必须严守

党的纪律，既不能因为是普通党员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更不能因为位高权重而无视纪律约束。党纪不能违，法律

更不能犯。对党员干部而言，遵守党的纪律是本分，遵守

国家法律是义务，党纪国法面前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党

内决不允许有不受法纪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

特殊党员；相反，党员干部职位越高，越要模范遵守党纪国

法、带头维护法纪尊严——这才是党的规矩、党的传统。

党员干部不仅要以身作则、带头遵纪守法，而且要严

格约束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

特权现象。党内决不能搞封妻荫子、封建依附那一套，搞

那种东西总有一天要出事。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警

示我们，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各项纪律都要严。遵纪守法

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法必依、有违必

查。要深入贯彻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和纠正“四风”，

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势

头。广大党员干部守法纪、守规矩、守本分，真正做到清

清白白为官、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干事，这是对党和

国家的事业负责，也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党纪国法 不容违逆

在“圣源”

地 毯 公 司 生

产 车 间 ，编 织

女工正在修整

地毯。位于西

宁市南川工业

园区内的藏毯

工 业 园 ，目 前

已有近 10 家藏

毯企业。

本报记者
石 晶摄

农谚讲，“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
五定收成”。当前正是我国秋粮生长发
育的重要阶段，然而伴随着入夏以来长
江以北大部地区出现的高温少雨天气，
多地出现严重旱情。

气象监测资料显示，7 月以来，华北、
黄淮以及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降水明
显偏少五成以上，其中，河南中部部分地
区降水甚至偏少八成以上，为 1961 年以
来历史同期最少。

为何进入主汛期的北方此时遭遇大
面积干旱？“降水偏少主要是受较强的大
陆高压影响。”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
涛介绍，目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在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导致北方尤
其是华北、黄淮等地持续晴热少雨。

副热带高压，指位于副热带地区的
暖性高压系统，是夏季影响我国大陆天
气、造成夏季旱涝变化的主要天气系统
之一。在副热带高压区内，天气一般晴

朗，当它长期控制某一地区时，往往会造
成该地区高温干旱。

“此外，近段时间北方大部地区出现
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了土壤水分蒸发，
因此各地旱情迅速蔓延。”张涛表示。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上述部分地区干
旱情况稍有缓解。据中央气象台消息，7
月 29 日至 8 月 1 日，山西、河北、山东、四
川等地已出现（或将出现）明显降雨。

“降雨集中在前期降水偏少的华北
和黄淮地区，对缓解当地旱情非常有

利。”国家气象中心研究员毛留喜告诉记
者，现在安徽西北部旱情基本缓解，河南
中东部旱情得到较大缓解。

毛留喜介绍，根据最新监测，从全国
土壤墒情情况看，河南中西部、陕西关中
地区旱情仍在持续或蔓延；四川盆地东
部、河北中部、内蒙古中部及湖北露出干
旱苗头，如果后期没有降水，旱情将很快
发展起来。

张涛告诉记者，未来 10 天，除东部
沿海受台风影响有较强降雨外,全国范

围内没有大范围较强雨带出现，华北局
部地区则将有 2 次小范围降雨过程，但
雨量较小，影响地区也局限于河北中北
部、内蒙古东部及偏南部地区。

此外，据气象预测，8 月份全国大部
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届时，
华北、黄淮等地旱情可能持续或发展，很
有可能发生夏伏旱。”毛留喜建议，有条
件的地方要及时开展人工增雨或农业灌
溉，气象部门要做好天气预报，农业部门
要加密监测研判，及时掌握旱情发展变
化，多措并举增加抗旱水源。

不过，目前来看秋粮问题或许不用
过分担忧。“今年的旱情与历史同期相比
并非十分严重。”毛留喜说，夏季我国降
水分布通常不均匀，整体看部分地区出
现或旱或涝的情况较为普遍。目前来
看，粮食主产区，如东北、湖南等地并未
形成大面积干旱，只是旱情较重的局部
地区粮食产量受到较大影响。

今 年 为 何 多 地 出 现 干 旱
旱情可能持续，气象专家建议有关部委多措并举增加抗旱水源

本报记者 沈 慧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本报讯 由 KAB 全国推广办公室、恒源祥(集团)有
限公司承办的青年恒好公益创业行动(2014)日前发布中
期成果。利用蚯蚓处理生活垃圾为有机肥料、关注南通
留守儿童的南通童梦公益发展中心、为闲置自行车寻找
新出路的“绿色中原行”团队等一批公益项目受到评审专
家的充分肯定。

据了解，2014 青年恒好活动由青年(大学生)公益创
业项目征集活动和公益创业青年榜活动、青年恒好中国
公益创业论坛、《青年恒好中国公益创业报告 2014》等组
成。通过寻找、发现、展示和传播“公益创业青年榜”等形
式，引导当代青年用商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钟 青）

近段时间北方大部地区出现高温天气，进一

步加剧了土壤水分蒸发，导致各地旱情迅速蔓

延。气象专家认为，夏季我国部分地区出现或旱

或涝的情况较为普遍。目前来看粮食主产区未形

成大面积干旱，只是旱情较重的局部地区粮食产

量受到较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