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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日 ，国 务 院 新 闻 办 举 行 新 闻 发 布

会，介绍推进灾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情

况。“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会同省

级人民政府，统筹近期、中期、远期治理目标，

加快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整体提升流域

防洪能力。”水利部副部长陈敏说。

陈敏介绍，充分利用中央财政增发国债

资金，加快灾后水利项目建设。目前，已实施

国债水利项目 1488 个，完成投资 293.1 亿元，

总体进展顺利。

增发国债主要投向哪些领域，有哪些重

点？水利领域获得的支持情况如何？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张祥伟表示：“这

次 国 债 支 持 的 水 利 项 目 比 较 多 ，资 金 投 入

大。主要集中在防洪治理、河道治理、灌区建

设等。从整体情况看，全国有 7000 多个支持

项目，现在已经实施了 1400 多个。”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副 秘 书 长 袁 达 表 示 ，

2023 年全年水利建设投资增长了 10%，达到

了 1.2 万亿元。本次增发国债紧紧围绕灾后

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共设置了灾

后恢复重建、骨干防洪治理、自然灾害应急能

力提升、其他重点防洪工程等 8 个投向。共包

含 12 个具体项目类型，基本实现了防洪排涝

减灾项目类型全覆盖。

近日增发国债项目已全部下达完毕，各

地正在抓紧推进项目实施，在水利领域有哪

些工作进展？

张祥伟表示：“今年以来，各地克服冬季

施工不利影响，加班加点推进工程建设，增发

国债安排的水利项目建设进度在逐月加快。

目前，北京、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湖

南、广东、四川、云南等 10 个省份完成投资均

超过了 10 亿元。”

完善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防洪减灾体

系。在大幅度提高水利设施、防汛设施方面，

目前做了哪些工作？

陈敏表示：“坚持全流域一盘棋，统筹流

域和区域，处理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关

系，针对流域防洪薄弱环节，加快流域防洪规

划修编和近期治理实施方案编制。”

一方面，加快水毁修复和灾后水利工程

建设。建立增发国债水利项目工作推进机

制，加强对市县的指导督促。另一方面，结合

流域防洪规划修编和近期防洪治理实施方案

编制工作，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

区等工程建设，加快构建雨水情监测预报体

系，建设数字孪生流域，提升预报、预警、预

演、预案“四预”功能。

目前，海河流域子牙河青山水库开工建

设，娄里水库批复立项，陈家庄、张坊水库前

期工作加快推进。永定河、子牙河、滹沱河、

滏阳新河、漳河等重点骨干河道治理加快实

施，永定河泛区、东淀、文安洼、献县泛区、小

清河等国家蓄滞洪区建设工程可研已批复，

争取尽早开工建设。辽河干流防洪治理、松

花江流域拉林河和蚂蚁河等河道治理工程正

加快推进。

目前水毁水利设施修复工作取得了哪些

进展？

水 利 部 水 旱 灾 害 防 御 司 司 长 姚 文 广 表

示，截至 3 月 1 日，全国纳入水利部统计范围

的重点水毁修复项目共 5542 处，已经修复了

4558 处，总修复率达 82.2%，预计 6 月底前可

全部完成。其中，京津冀 3 省（市）涉及流域防

洪安全的重要水毁修复项目共 412 处，目前已

修复 326 处，修复率达 79.1%。

下一步，结合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完善

防洪减灾体系，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有哪

些工作考虑？

陈敏表示：“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将

会同地方全力以赴抓好灾后水利建设工作，

加快补齐防洪工程体系短板，全面提升防洪

减灾能力。”

优化流域防洪工程布局。从流域整体着

眼，准确把握流域特点及洪水特征，加快完成

七大流域防洪规划修编。全力推进一批骨干

防洪工程建设。实施台账管理，加强调度会

商，强化要素保障，力争多开早开。提升洪水

风险防控能力。加快完善雨水情监测预报体

系，加快构建气象卫星和由测雨雷达、雨量

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

线”。加快构建科学精准的防洪调度体系，加

快完善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最大程度发

挥减灾效益。

目前已实施国债水利项目1488个，完成投资293.1亿元

加快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本报记者 李晓晴

本报北京 3月 1日电 （记者杨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2024 年春季开学典礼 1 日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中央社院院长郝明金出席并讲话。

郝明金强调，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

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广大学员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紧密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定制度

自信，广泛凝聚共识，强化政治引领，积极发挥作用，为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央统战部、民主党派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开学典

礼并讲话，在院培训学员约 400 人参加。

会后，学院召开第四届院务咨询委员会全体会议，通报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2023—2027 年发展规划》并就学院重

点工作进行咨询与协商。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2024年春季开学典礼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 3月 1日电 （记者于晓泉、李秉宣）解放军新

闻传播中心“中国军号”移动旗舰传播平台 3月 1日正式上线。

“中国军号”围绕传播党的声音、聚力备战打仗、服务广

大官兵，利用文字、图片、广播、电视、短视频、直播等全媒体

手段，在手机、平板、小程序等移动端，面向国内外全天候提

供军事信息产品，打造权威、全面、及时、专业的军事资讯服

务平台。“中国军号”采取新闻+服务+互动模式，开设学习、

军情、钧评、军迷、英雄等 20 多个频道栏目，具备图文发布、

算法推荐、智能听新闻等全媒体传播功能，以媒体账号入驻

方式，聚合军队媒体和地方优质军事内容资源。用户可通

过各手机应用商店免费下载使用。

“中国军号”移动旗舰传播平台正式上线

本版责编：纪雅林 张伟昊 邓剑洋

本报成都 3 月 1 日电 （记者张帆、王明

峰）“从 2023 年到 2025 年，每年分别拿出上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0.6%、0.7%、0.8%的资金，

支持万源发展。”日前，四川省达州市托底性

帮扶万源工作推进会上，作为结对帮扶县，宣

汉县委主要负责人介绍了三年帮扶资金保障

计划。除宣汉外，达州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分

别 统 筹 安 排 上 年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0.3%、

0.4%、0.5%的资金投入万源。有了托底性帮

扶，万源发展的脚步加快。

2023 年 9 月，四川启动 39 个欠发达县域

托底性帮扶工作。“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四川面

临的一个突出矛盾和问题。”四川省委副秘书

长、省委政研室主任李文星说，四川既有一批

全国“百强区”“百强县”，也有一批经济总量

不高的县域，这 39 个欠发达县域，占全省县

（市、区）总数的 21.3%，2022 年地区生产总值

仅占全省的 4.7%，是发展基础差、内生动力

弱、历史欠账多的地区。

四川制定出台 10条措施开展托底性帮扶，

动员省内先发市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

最大限度汇聚各方合力。四川对 39 个欠发达

县域开展“1+1”结对帮扶，是在现有省内对口帮

扶基础上，进一步为每个县域都明确了帮扶者，

既为每个欠发达县域明确了结对帮扶地，又明

确了 1户在川央企和 1户地方国企结对帮扶，还

积极号召民营企业在“万企帮万村”等行动基础

上，进一步与欠发达县域结对共兴。

走进四川能投德阿锂业有限责任公司年

产 3 万吨锂盐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抢工

期、赶进度，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

象。“2023年，项目共完成投资 5.65亿元，今年，

我们将全力以赴，实现年内建成投产。”公司副

总经理陈瑜说。按照全省托底性帮扶部署，德

阳市强化帮扶举措，在产业发展、飞地园区建

设、企业培育等方面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

坝县、若尔盖县开展深度合作，投入资金 5050
万元建设德阿生态经济产业园，培育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6户。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壮

大县域经济，推动欠发达县域高质量发展。

“充足的电力支撑让我们加快了智慧农

业建设，村里的产业帮扶园区大棚也配置了

电能加热保温装置。产业发展了，在家门口

就能工作，不用外出打工，每年收入还多了。”

在喜德县阿吼村国家电网产业园区百合种植

基地里，村民巴久古格正和大家一起忙着采

挖甜百合。为切实满足乡村发展用能需求，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在“十四五”期间，

帮扶单位国网四川电力在喜德县规划电网总

投资 3.9 亿多元。

“能够参与家乡高速公路建设，还能在一

线学习施工建设管理经验，收获多多！”来自阿

坝县的藏族小姑娘尕让仲，此刻正在蜀道集团

投资建设的久马高速施工项目部实践锻炼。

推动人才振兴是托底性帮扶的重要前提和支

撑，蜀道集团出资 165.3万元，委托四川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定向培养 50 名阿坝籍交通运输

专业人才，并优先招录到所属企业工作，以培

训促就业，以就业稳脱贫，以人才促振兴。

托底性帮扶工作中，民营企业也积极参

与。省工商联选取有意向的民营企业和商

（协）会推动对接，以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消

费帮扶为重点，深入开展县企结对合作。

据四川省 39 个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工

作省级协调机制办公室统计，2023 年，39 个县

域 经 济 总 量 达 2806.8 亿 元 ，较 2022 年 增 加

130 亿元，增速较 2022 年提高 2.7 个百分点。

补齐区域协调发展短板

四川推进 39个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

本报北京 3月 1日电 （记者刘诗瑶）2 月 29 日，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了 2023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分别为：人工智能大模型为精准天气预报带来新突破、揭示

人类基因组暗物质驱动衰老的机制、发现大脑“有形”生物

钟的存在及其节律调控机制、农作物耐盐碱机制解析及应

用等。2023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主要分布在生命科

学和医学、人工智能、量子、天文、化学能源等科学领域。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遴选活动自 2005 年启动已成功

举办 19 届。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

2100 多位基础研究领域高水平专家对初选的 30 项成果进

行投票，评选出 10 项重大科学研究成果，经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审议，最终确定了入选 2023 年度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的成果名单。

2023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