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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12时04分,随着大型机械将最后一车土
石倒入决口处，江西鄱阳县向阳圩决口封堵现场响起一
片热烈的欢呼声。在武警水电二总队官兵及当地施工
人员连日奋战47小时后，64米宽的决口提前合龙，为灾
区 5600多群众重返家园、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创造了
条件。

有序转移零伤亡

20日19时20分，向阳圩滨田河段出现决口，洪水一
泻而下，1.03万亩良田被淹，下游村庄5600多人生命财
产安全告急。

险情发生后，江西省武警总队、武警水电部队、省公
安消防总队、上饶、九江、鹰潭军分区第一时间派出
1952 名官兵驰援鄱阳。国家防总工作组和江西省防指
成员单位省军分区、水利厅等派出工作组协助抢险。鄱
阳县 4000余名县乡村三级干部迅速行动，对受灾群众
实行转移救护包干责任落实，保证每户群众都有干部和
党员负责联系，将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洪灾过后，鄱阳县天气格外闷热。此次受灾比较严
重的古县渡镇张家岭村距离向阳圩决口只有3公里远。
记者6月23日中午时分走进张家岭村时，洪水退去后的
道路泥泞不堪，地势低洼地带稻田里的洪水尚未退尽。
张家岭村党支部书记张凤祥介绍说，1998 年特大洪水
后，张家岭村平时都有抗洪抢险的预案。6月20日上午，
张凤祥按照上级指令，组织45个村民组成抗洪抢险突击
队上圩堤进行抢险,200多村民自发参与,同时用鸣锣的
方式通知村民随时做好撤离的准备。向阳圩决口后，他
们提前组织孤寡老人撤离，每家每户排查。

此外，175 名身穿统一蓝色服装的蓝天救援队志
愿者第一时间从景德镇救灾现场赶来，帮助转移群众，
运送救灾物资。

在广大军民的共同奋战下，20 日 24 时，受威胁的
5600多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没有一人伤亡。

科学封堵赢鏖战

决口早日封堵，灾区群众才能早回家园。
6月 21日，江西省、国家防总工作组、省防总、武警

水电二总队组织召开决口封堵现场办公会议，成立联
合指挥部，明确提出“军民总动员、决战三五天、打赢封
堵战”的总目标。

坐镇指挥的江西武警水电指挥部司令员岳曦说，
此次决口封堵由武警水电二总队担负，经与水利专家
共同研究制订方案，采取“水下抛填推进、水上分层碾
压、双下对进封堵”的战法严密组织实施。

联合指挥部总指挥、上饶市副市长陈荣高告诉记
者，由于向阳圩堤窄路软，施工条件较差，武警水电部队
的大型运输车和作业机械无法进场作业，鄱阳县以乡镇
为单位组织了10个封堵抢险突击队共2000多人，调用
农用车260辆参与到抢险封堵。

经过军民 47 个小时艰苦鏖战，6 月 24 日 12 时 04
分，随着最后一堆土石被推入决口处，向阳圩滨田河段
决口顺利合龙。武警水电部队相关负责人说，决口封
堵合龙任务提前完成。

目前，向阳圩决口被淹的10个自然村1100余户洪
水已退，5600多名群众已返回家中，重建家园，开始恢复
正常的生产生活。

军 民 勠 力 保 家 园
——江西省鄱阳县向阳圩决口抢险纪实

本报记者 刘 慧

本报江苏盐城6月26日电 记者薛海燕报道：6月
26日是江苏盐城特别重大龙卷风冰雹灾害发生的第四
天。截至目前，特大风雹灾害造成99人死亡，受伤人员
中有 107 人治愈出院；阜宁、射阳共设置 14 个安置点，
共安置1591人。国家气象中心强天气预报中心首席研
究员郑永光透露，经现场勘测，江苏盐城风灾已确认为
龙卷风，专家组判定等级为EF4级，风力超过17级。

根据江苏省盐城市 26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此
次灾害共造成受伤人员846人，其中152名重症病人全
部及时转诊到市级有关医院。截至 25 日下午 4 时，已
有107人治愈出院。目前，确认死亡人数上升到99人。

阜宁县人民医院是距离重灾区陈洋镇等地最近的
县级医院，医院迅速成立了院内调度、消息对接、物资
保障、家属联络等工作组，并清理 4 个病区 200 个病床
用于紧急救治。医院副院长左学标告诉记者，大部分
伤员为外伤，少部分伤员内部脏器受到损伤，医院连夜
进行了手术治疗。当夜由医院收治的 150 名伤员均得
到妥善处理。

24 日上午，由国家卫计委组织的北医三院、北京
天坛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上海东方医院和上海瑞金
医院 6 人专家组来到盐城，负责会诊、巡诊和转诊的评
估，以及整体抢救方案的评估和指导等工作。

灾害发生后，大批市民来到县人民医院旁的献血
站，挽起袖子献血救援。多位献血者表示：“家乡有难，
我们要贡献自己的一份爱心。”

盐城设14个安置点安置1591人
专家组确认风灾为龙卷风

本报讯 记者魏劲松、通讯员杨戈

报道：6月 22日，记者在湖北盈丰农业公
司收购现场看到，汽车、农用车、拖拉机
满载颗粒饱满、扬净晒干的商品麦排起
了一条“长龙”。公司大门口一块公告牌
上十分醒目地标示着小麦收购最新价格
和相对应的质量标准。

襄阳小麦产量占湖北省总产量的
60%。今年襄阳市夏收面积 549.84 万
亩，较去年增加 10.52 万亩。初步统计，
小麦平均亩产 414 公斤，总产 45.54 亿
斤，同比增产 2.44亿斤。

“襄阳小麦比去年亩产净增 10%以

上，而且质量也是近年最好的。”襄阳市
农委主任李光河告诉记者，为确保夏粮
丰产丰收，襄阳农业部门开展了高标准
农田建设，主推小麦优质品种，继续推广
小麦机械化条播、药剂拌种等技术。

襄阳小麦品质较好，加之上市较早，吸
引了各地粮食加工企业和贸易商前来“抢
购”。襄阳市粮食局调控科江峰介绍说，今
年小麦平均收购价格每斤比去年高4分到
5分，市场购销活跃。与往年不同的是，社
会化收购成为今年的主体，与托市收购相
得益彰。目前，全市农民手中余粮只有
30%左右，基本不存在“卖粮难”问题。

本报讯 记者宋美倩、通讯员王巍

报道：仅十来天时间，河北全省夏粮实现
从南到北收获完毕。截至6月中旬，全省
3449 万亩小麦全部归仓，同时完成夏播
面积达 2801.12万亩，其机收率在 98.2%
以上。据农业专家测算，今年全省小麦
单产比去年略增，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在河北南和县“全国种粮售粮大户”
李献辉的种植基地中，刚刚收获不久的小
麦如小山一般堆积着。李献辉说，他的
1500 亩地，亩产最低 1200 斤以上，麦收
将实现毛利润30万元。

据河北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河北共播种冬小麦 3449 万亩，种植过
程中，全省大力实施粮食丰产综合生产技

术。同时，通过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
融合，实现节水节肥节药增产的小麦生产
集成技术在河北大面积推广应用，带动了
小麦均衡增产。

进入“三夏”作业期后，河北共投入
各类农机具达 130 多万台进行抢种抢收
作业。同时还在全国率先建设河北省智
慧农机决策管理信息平台，农机手可以
通过智能手机、电脑、车载GPS等多种方
式加入平台，实现对作业收割机的精准
定位、计亩计产、紧急智能调配、高效维
修服务、作业实施轨迹可视化展示以及
供需双方有效对接等功能，极大提高了
对机具的科学调度，确保小麦成熟一块、
收获一块。

颗 粒 归 仓 购 销 活 跃
——各地夏收一线见闻

6 月 22 日，农民在河南省夏邑县孔庄乡粮食收购点将小麦卸车。近日，随着夏收进入

尾声，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夏粮收购工作全面展开。 苗育才摄（新华社发）

河北:

夏 粮 机 收 率 达 98.2%

湖北襄阳：

品 质 提 升 采 购 抢 手

6 月 26 日，北京保利剧院舞台剧《黄河口奇缘——

天鹅》正在演出。该剧是山东东营市（中国·黄河口）旅

游推介会的一部分。推介会形式新颖，通过旅游剧目

演出将东营市“黄河入海 大美湿地”的独特旅游资源

进行了全方位展示。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上接第一版）黑色的纪念碑，镌刻着“缅
怀烈士 珍爱和平”。国歌激昂，17 年前
的悲壮记忆，一幕幕涌上心头。习近平
主席久久伫立、凝视、静默。

患难见真情。“中华民族和塞尔维亚
民族都是重情厚谊的民族。两国深厚传
统友谊和特殊友好感情是用鲜血和生命
铸就的。”

将时间指针拨到 70 多年前，拨到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东西方战场上。东方主
战场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气吞山河，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时间最早、持续
时间最长。黎明前的漫漫黑夜，中国和波
兰人民彼此同情、相互支持。访问期间，
习近平主席同波兰总统杜达多次提起：

“波兰功勋飞行员乌尔班诺维奇将军曾在
中国参加抗战，傅拉都医生不远万里远赴
中国支持抗日战争⋯⋯”

时间长河里，再向前追溯，追溯到千
百年前。习近平主席同尼科利奇总统走
进“每一寸土地都写着历史”的卡莱梅格
丹公园。

从侵略者手中缴获的枪炮，历经风雨
冲刷的城墙，名为“胜利者”的青铜雕塑
⋯⋯两位元首漫步林间小道，共同翻开波
澜壮阔的塞尔维亚历史史册。

凭栏远眺，山河壮美。俯瞰脚下的萨
瓦河和多瑙河，习近平主席说：“我仿佛看
到塞尔维亚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

共同追忆 10 个月前。尼科利奇总统
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史诗般的盛大阅兵
式，看塞尔维亚阅兵方队在长安街上昂首
阔步。习近平主席说，只有付出巨大牺牲
进行过顽强抗争的民族，才能对中国人民
有深刻理解和支持。“我们共同的记忆不
容抹去。”

此情此景，尼科利奇总统感叹：“为什么
塞中两国有如此深厚情谊？因为我们有相
似的历史命运，是两个伟大的英雄民族。”

友也者，友其德也。岁月悠悠，中塞
人民、中波人民心手相连，彼此怀有特殊
感情，跨越时空的情谊历久弥新。

这份情感浓厚而热烈，从习近平主席
一踏上这片大地就扑面而来。

陪同礼遇不同寻常——到访时，尼科
利奇总统、杜达总统分别全程陪同。武契
奇总理率全体内阁成员参加多数访问活
动。波兰总理希德沃为陪同习近平主席
出席一场论坛，特意改变行程。

在烈日下的机场、在肃穆的使馆旧
址、在火热的建筑工地、在汽笛长鸣的货
运站⋯⋯领导人们畅叙友情、共话发展。
尼科利奇总统评价说，我们每一次会晤都
是最真挚的朋友间的相聚。

仪式安排不同寻常——19 日，尼科利
奇总统和武契奇总理及全体内阁成员，共
同为习近平主席举行送别午宴。20日，波
兰参众议长卡切夫斯基和库赫钦斯基打
破惯例，在瓦津基公园水上宫殿为习近平
主席举行史无前例的欢迎仪式和“联合宴
会”。当晚，华沙王宫敞开大门，近 10 年
来首次盛大国宴隆重热烈。

波兰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
一，塞尔维亚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第一个
战略伙伴。此访，它们再次开创中国同中

东欧国家关系先河，中塞、中波关系先后
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塞尔维亚和波兰领导人在不同场合，
都表达了一份共同心声：与中方的联合声
明，不仅意味着巨大发展机遇，也昭示着
国与国的信任和薪火相传的深厚友谊。

杜达总统念念不忘年少时的一个心
愿，他向习近平主席分享了镌刻心底的

“中国印象”：“上世纪 80 年代波兰遭遇经
济危机，中国政府雪中送炭，给波兰援助
了大量物资。那时候我没有一双像样的
鞋子。最期待的礼物，就是得到一双中国
产的足球鞋。”

外交的发展走向，能从历史中找到最
准确指引。“我们传统友谊的内涵包含价值
观的相互认同，包含了在心灵和情感上将
两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精神财富。”尼
科利奇总统一席话，拨动人们的心弦。

现实篇：

复兴丝绸之路，合作义利兼顾

千百年来，商贸之路的变迁，在广袤
欧亚大陆上影响着不同地区和国度的
兴衰。

曾经，古丝绸之路和琥珀之路在中东
欧土地上交汇，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激
荡，为沿线国家的发展带来“如太阳般的
光泽”。

“一带一路”，是中东欧大地走向繁荣
的又一次历史机遇。

塞尔维亚和波兰瞩目这条世界上跨
度最长、最具潜力的合作带。

习近平主席的出访路线，在“一带一
路”的宏大叙事中铺展。丝绸之路上的两
个合作项目，他牵挂在心。

一个项目是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
厂，这是中国-中东欧国家产能合作的生
动实践。

百年老厂走过一条坎坷的发展之路，
一度濒临倒闭。武契奇总理说：“我们为
此熬了无数昼夜，全体内阁成员付出许多
辛劳。过去 3 年，一个个希望变成失望，
最后，中国的合作伙伴给我们带来了真正
的希望。”今年 4 月中国河钢集团出资收
购，5000 名面临失业的钢厂员工迎来曙
光，重返车间。

斯梅代雷沃万人空巷。习近平主席
车队驶入钢厂，驶入了一片热情的海洋。
他问的最多的是民生。“我们不需要拍胸
脯、夸海口，而是要诚恳、严肃地兑现承
诺。言必信、行必果。我们承诺的事情，
包括引进先进技术、开拓更广阔市场、保
障当地就业、惠及广大民生，一定要做
到。”习近平主席话音未落，掌声如雷。

尼科利奇总统将钢厂项目列为塞尔
维亚的梦想之一，他深情地说：“许许多多
的梦想正在中国合作伙伴的帮助下逐步
实现。”

另一个项目是统一品牌中欧班列，这
是中国-中东欧国家互联互通建设的一个
标杆。

中欧“铁道丝路”近年来生机盎然。
渝新欧、汉新欧、郑新欧、蓉新欧、义新欧
⋯⋯自 6 月 8 日起，它们统一称为“中欧班

列”，古老商道形成合力，货物运输驶入规
范化发展快车道。

习近平主席专程前来看一看。华沙
铁路集装箱货运站，他的车队渐行渐近。
雨停了，阳光钻出云层，给列队待发的集
装箱镀上一层金边。

汽笛声穿过云霄，中欧班列缓缓驶入
站台。这列车从成都出发，沿陇海大动脉
驰骋，出新疆阿拉山口口岸，跋山涉水，一
路向西⋯⋯中波两国元首向中欧班列挥
手致意。

杜达总统将习近平主席请到特色农
产品展架前，并当起了“推销员”：“这些苹
果非常新鲜，希望尽早装进车厢，运往中
国。”

波兰是中欧班列进入欧洲的门户。
习近平主席很关注丝路互联互通的枢纽。

中国“十三五”时期开局，塞尔维亚、
波兰正推行“再工业化战略”。领导人们
亲力亲为，从国家层面进行战略对接和
指引。

2015 年，中塞、中波分别签署了共同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此
行，他们又对加强网上丝路建设达成协
议。中波共同编制合作规划纲要也迈出
了重要一步。

会见前，武契奇总理送给习近平主席
一个笔记本：“这些是关系塞尔维亚经济
命脉的企业名单，欢迎中国企业家前来考
察、投资兴业。我们的大门对中国永远开
放。”

20 日，众多“一带一路”建设者、研究
者聚首华沙。丝路国际论坛暨中波地方
与经贸合作论坛开幕式举行，两国元首共
同出席。

波兰的丝路故事，也是丝路蓬勃生命
力的缩影：17世纪，波兰杨·索别斯基国王
想开辟经西伯利亚到中国的第二条丝绸
之路。1951 年，中波轮船公司成为新中
国第一家合资企业。而今，波兰依然领
跑，连续 11 年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第一
大贸易伙伴。

论坛上，习近平殷切寄语：“共处时必
须相互尊重、包容差异，共事时必须帮贫
扶弱、均衡发展。”“弘扬丝路精神，早日建
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共创共享美好未来。”

未来篇：

浇灌更美好未来，发出更响亮声音

民心的距离，丈量着国与国关系的
走向。

习近平主席和塞波领导人一道，期待
着千百年来没有断流的文明交融之河，让
民相亲心相通，浇灌国与国关系的未来。

塞尔维亚总统府欢迎宴会，巴塔的遗
孀朱莉雅娜应邀出席。韦利米尔·巴塔·日
沃伊诺维奇，在荧屏上塑造了“瓦尔特”等形
象，给一代中国人留下抹不去的亲切记忆。
习近平主席走过来同朱莉雅娜握手问候：

“中国人民很怀念他。”朱莉雅娜哽咽了：“我
先生一直很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希
望有更多“像影响一代人成长的瓦尔特这

样形象的文化交流项目”，使两国人民特
别是青少年更深刻理解中塞传统友好和
价值共识。

这是对未来的一份期许，也是一份
责任。

如何更好地传承历史、打造未来？领
导人们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了文化领
域。中国驻南联盟被炸使馆旧址上，将建
造一座中国文化中心。两国元首培土奠
基，殷殷寄语。尼科利奇总统认为它的意
义举足轻重：“‘播种今天，收获明天’。它
将滋养我们的精神家园，成为塞中年轻人
筑造梦想的地方。”

文化如桥，联通彼此。夺取网球“全
满贯”冠军的德约科维奇在中国家喻户
晓，被亲切地称为“小德”。彭丽媛在塞尔
维亚总统夫人德拉吉察陪同下，参观网球
培训中心，同小德家人亲切会面。彭丽媛
说：“小德在中国拥有很多粉丝。”称赞他
不仅球技精湛而且充满爱国情怀。这条
消息一经发布，中塞人民纷纷点赞。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久负盛名的马
佐夫舍歌舞团 6 次访华，在习近平主席到
访之际，他们被请到华沙王宫。《半个月亮
爬上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台上高
歌、台下哼唱，仿佛置身万里之外的中国。

访问期间，人们一次次瞩望未来。
中国改革开放的空前力度、发展的惊

人速度，让世界惊叹。人们对一个古老文
明选择的当代道路和治理模式产生了浓
厚兴趣。杜达总统回忆起去年访华时的
见闻，对中国的建设成就啧啧赞叹。尼科
利奇总统拿出两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请习近平主席签名。“一本我自己珍藏，一
本放在塞尔维亚国家图书馆。”

中东欧地区发展的未来航程上，人们
不愿错失“中国机遇”。

2012 年启航，“16+1 合作”从华沙到
布加勒斯特，从贝尔格莱德到苏州，形成
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格局。

同为新兴市场国家，双方都面临转型
创新、提升竞争力的紧迫任务。着眼亚欧
大陆整体繁荣，人们为“16+1合作”赋予新
的角色——打造成“一带一路”融入欧洲经
济圈的重要承接地；建设成中欧四大伙伴
关系落地的优先区域和中欧合作新增
长极。

中国倡导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在当今经济格局下吐出新绿。波兰
在中东欧地区率先加入。杜达总统说，我
们对中国充满信任和信心。我们相信，亚
投行将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发展
的航线上，中国是耀眼的灯塔。尼科利奇
总统热情洋溢地说：“我对正义的中国在国
际事务中影响力日益提高感到高兴。”“中
国崛起改变了世界，全世界都要感谢中国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人们一次次说起中国梦，说起古老而
现代的中国，它的跋涉与梦想。尼科利奇
总统的话赢得广泛共鸣：“习近平主席曾
经说，实现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造
福世界人民，我们就是最好的例证。”

文/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王 远

（新华社北京 6月 2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