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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意外，很开心！”石雨豪赛后表

示。3 月 16 日、17 日两天，2024 年全国

室内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在江苏省南

京市体育训练中心室内田径馆展开。

作为杭州亚运会男子跳远铜牌得主，

石雨豪在男子 60 米决赛中跑出 6 秒 52
的个人最好成绩并夺得冠军，6 秒 52
也是本赛季亚洲第二好成绩。在随后

进行的男子跳远决赛中，他以 8 米 04
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夺得冠军，石雨

豪在两个项目上展现了良好的竞技

状态。

本 站 比 赛 的 结 束 意 味 着 2024 年

国内田径项目室内赛季进入尾声，3
月 29 日至 31 日的全国室内田径锦标

赛结束之后，选手们将从室内赛转向

室外赛，争取奥运会参赛资格、备赛奥

运将步入冲刺阶段。

室内赛选手创佳绩，
增强备赛信心

在今年田径项目室内赛季中取得

突破的选手不只有石雨豪，2 月底在

四川成都进行的第一站大奖赛中，李

俊霖以 1 分 48 秒 80 的成绩刷新了男

子 800 米 室 内 赛 全 国 纪 录 。 两 周 之

后，刘德助在山东济南进行的第三站

大奖赛的男子 800 米比赛中跑出 1 分

46 秒 63，将男子 800 米室内赛全国纪

录再度刷新。同一站进行的男子 400
米项目中，17 岁的新疆队选手艾力西

尔·吾买尔以 46 秒 04 的成绩创造了新

的男子 400 米室内赛全国纪录。

短短几年时间里，男子 800 米室

内赛全国纪录被李俊霖和刘德助几度

刷新，折射出国内男子中跑项目的进

步。“再次刷新男子 800 米室内赛全国

纪录，让我增添了信心，希望能与国内

其他优秀选手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中

国中长跑的水平。”李俊霖说，冲击室

外赛全国纪录成为他们共同的目标。

今 年 田 径 项 目 室 内 赛 季 佳 绩 频

现，一些名将的登场也提升了赛事的

关注度。2 月底在成都进行的第一站

比赛中，男子 100 米亚洲纪录保持者苏炳添时隔一年再度踏上

赛场，他以 6 秒 66 的成绩获得男子 60 米亚军。“去年我的身体出

现了一些状况，现在能有这样的表现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开

始。”苏炳添说。

室内赛的良好表现，也为选手们在室外赛增添了信心。女

子跨栏名将吴艳妮此前已达到巴黎奥运会女子 100 米栏参赛标

准，在济南进行的第三站大奖赛中，她又跑出 8 秒 11 的个人最好

成绩，夺得女子 60 米栏冠军。在南京进行的第四站比赛中，朱

胜龙以 7 秒 63 的成绩夺得男子 60 米栏冠军。“希望在室外赛中

顺利达到巴黎奥运会男子 110 米栏参赛标准，并在奥运赛场跑

出理想名次。”朱胜龙说。

参加各类国际比赛，检验备赛成果

在本赛季全国室内田径大奖赛之前，朱胜龙还代表中国田

径队参加了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 2024 年室内田径世锦赛。

尽管未能晋级男子 60 米栏决赛，朱胜龙表示，国际大赛的历练

有助于自己继续成长。今年，在田径项目各类国际比赛中出现

了更多中国选手的身影，他们正通过更高水平和级别的比赛检

验训练成果、查找不足，备赛巴黎奥运会。

2 月 17 日至 19 日在伊朗德黑兰举行的第十一届亚洲室内

田径锦标赛中，以年轻选手为主的中国田径队共派出 25 名选

手参赛，最终收获 8 金 6 银 2 铜，位居奖牌榜首位。粟文、张溟

鲲、熊诗麒等年轻运动员在取得佳绩的同时，也收获了宝贵的

大赛经验。3 月 1 日至 3 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室内田径世

锦赛，中国队派出 8 名选手参赛，王嘉男等名将通过比赛检验

训练成果。

作为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项目冠军得主，近两年巩立姣

的训练和比赛地点均在国内。面对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

她与德国教练克拉克再度合作，在今年春节前赴德国进行冬

训。“随着年龄增长，我的体能水平有所下降，力量等方面都需

要弥补。”巩立姣表示，目前的训练情况不错，体能和技术水平

都在提升。

在海外训练参赛，置身不同于国内的训练比赛环境中，中国

选手不断汲取经验、总结提高。2023 年 12 月，杨绍辉在日本福

冈国际马拉松上跑出了 2 小时 07 分 09 秒的好成绩。今年 3 月

10 日进行的日本名古屋女子马拉松上，夏雨雨跑出 2 小时 25 分

45 秒的成绩，顺利达到巴黎奥运会参赛标准。

举办高水平国际赛事，提升备赛效率

按照计划，巩立姣 4 月将在国内参加两站世界田联钻石联

赛，随后将再赴德国训练。3 月 15 日，2024 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

赛（上海/苏州）公布了首批 29 名选手参赛名单，包括杜普兰蒂

斯、科尔曼等名将，其中有 8 名奥运会冠军、19 名世锦赛冠军，其

中 5 名选手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

届时，巩立姣、冯彬、王嘉男等中国田径选手将与世界体坛

顶尖选手同场竞技。作为世界体坛水平最高的田径项目单日

赛，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此前也长期在国内举办分站赛，为中国选

手积累大赛经验提供了平台。在 2023 年钻石联赛厦门站比赛

中，陈佳鹏、熊诗麒等年轻选手与克尔利、武莱塔等世界冠军同

场竞技，收获颇丰。

“巴黎奥运会越来越近，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为选手提供

了难得的大赛机会，希望中国田径选手通过与世界一流选手的

比拼，激发更好的竞技状态，争取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佳绩。”中

国田径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蔡勇表示。

举办高水平国际赛事、吸引世界顶尖选手参赛，能让中国田

径提升奥运备赛的效率。在江苏太仓举办的世界田联竞走巡回

赛上，8 名国际竞走裁判前来执裁的同时，也在全国竞走裁判员

培训班上交流执裁经验，这将有助于中国选手深刻理解规则，更

好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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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3 月 22 日 是 第 三 十 二 届“ 世 界 水

日”，第三十七届“中国水周”宣传活动同步

开启。联合国确定今年“世界水日”主题为

“以水促和平”。我国纪念今年“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的活动主题是“精打细算用好水

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

水是生存之本、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201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研究水安全问题，

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

发力”的治水思路，这为系统解决我国水灾

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等新老水问题、保

障 国 家 水 安 全 提 供 了 根 本 遵 循 和 行 动 指

南，在中华民族治水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

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亲

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治水事业，确

立了国家“江河战略”，谋划了国家水网宏

伟蓝图。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和治水

思路科学指引下，我国治水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办成了许多事关

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的

治水大事要事。

坚持节水优先。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

动，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持续推进农业节

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用水

效率大幅提升。2014 年以来，我国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近一倍的情况下，用水总量总体稳

定在 6100 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生产总值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

41.7%、55.1%，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

0.530 提高到 0.576。

坚持空间均衡。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

源空间均衡配置，科学推进实施以南水北

调工程为代表的 137 处重大跨流域、跨区域

引调水工程，“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

源配置格局初步形成，我国水利工程供水

能力超 9000 亿立方米。新增改善灌溉面积

约 3.6 亿 亩 ，新 增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面 积 约 1.5

亿亩，耕地灌溉率达 55%，为粮食连年丰收

提 供 了 有 力 支 撑 。 农 村 自 来 水 普 及 率 达

到 90%。

坚持系统治理。统筹水灾害、水资源、

水生态、水环境治理，统筹上下游、左右岸、

干支流。加快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强

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成功抵御多次

大江大河历史罕见洪水灾害，我国洪涝灾

害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 0.51%降

至 0.24%，最大程度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全面建立河长制湖长制新型水管

理体制，省市县乡村五级 120 万名河湖长上

岗履职，实施母亲河复苏行动，京杭大运河

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水流贯通，永定河在

断流 26 年后首次实现全年全线有水，白洋

淀水域面积保持稳定、水质标准提升至Ⅲ
类，华北地下水超采治理区地下水水位显

著回升，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62 万平方公里，

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生命，越来越多的流

域重现生机。

坚持两手发力。强 化 流 域 统 一 规 划 、

统一治理、统一调度、统一管理，长江保护

法、黄河保护法、地下水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 颁 布 实 施 ，水 行 政 执 法 与 刑 事 司 法 衔

接、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

落地见效。水利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数字孪生水利加快构建。水价、用水权市

场化交易等重点领域改革成效明显，财政

资 金 、政府债券、金融信贷、社会资本共同

发力的水利投融资格局初步形成，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迈上万亿元大台阶，年度

金融信贷和社会资本投入从 2013 年的 782
亿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3482 亿元，不断创造

新纪录。

解决新老水问题依然任重道远。水利

部门将始终扛好扛牢责任，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坚持问题导向、坚

持 底 线 思 维 、坚 持 预 防 为 主 、坚 持 系 统 观

念、坚持创新发展，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不

断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能力、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江河湖

泊生态保护治理能力，全力以赴推动水利

高质量发展，为保障我国水安全作出新的

贡献。

一是完善水旱灾害防御“三大体系”。

坚持“预”字当先、以防为主、防线外推，以

工作措施的前瞻性、治理措施的确定性应

对洪水灾害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科学布

局 水 库 、河 道 、堤 防 、蓄 滞 洪 区 功 能 建 设 ，

构建适应发展、适度超前的流域防洪工程

体系。加快建设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雨

量 站 、水 文 站 组 成 的 雨 水 情 监 测 预 报“ 三

道防线”，推进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

水 动 力 学 模 型 研 发 应 用 ，构 建 延 长 预 见

期 、提 高 准 确 率 的 雨 水 情 监 测 预 报 体 系 。

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构建前瞻科

学决策、调度指挥高效的水旱灾害防御工

作体系。

二是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贯彻落

实《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统筹“纲”“目”

“结”三要素，联网、补网、强链，推进国家骨

干网建设，推动省市县各层级水网协同融合

发展，加快形成“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

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国

家水网。持续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

夯实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水利基础。全面

推行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最大

程度实现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监

管、同服务。

三是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持续推进母

亲 河 复 苏 行 动 ，强 化 河 湖 生 态 流 量 管 理 ，

因地制宜推进河湖水系连通和生态补水，

加强江河湖库保护治理，加大水土流失综

合 治 理 和 地 下 水 超 采 综 合 治 理 力 度 。 建

构 河 流 伦 理 ，维 护 河 湖 健 康 生 命 ，实 现 河

湖 功 能 永 续 利 用 ，促 进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生。

四是推进数字孪生水利建设。按 照

“ 需 求 牵 引 、应 用 至 上 、数 字 赋 能 、提 升 能

力 ”要 求 ，推 进“ 天 空 地 ”一 体 化 监 测 感 知

体系夯基提能，丰富算据、优化算法、提升

算力，对流域、水网、水利工程全要素和水

利治理管理全过程进行数字映射、智能模

拟、前瞻预演，为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保

障 我 国 水 安 全 提 供 科 学 、高 效 、安 全 决 策

支持。

五是建立健全节水制度政策。深入实

施国家节水行动，持续将农业、工业、城镇等

领域作为节水重点，强化区域重大战略节水

行动，强化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大力发展节

水产业，推广合同节水管理，加快推进节水

型社会建设。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完

善取用水监测计量体系，加强取用水监督管

理，严格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管理，严守

水资源开发利用上限，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能力。

六是强化体制机制法治管理。全面强

化河湖长制，实施流域统一治理管理，健全

水价形成机制、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创新拓展水利投融

资机制。加快重大水利科技问题攻关，健全

水利技术标准体系。健全水利法治体系，发

挥好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水行政执

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作用，不断提升

运 用 法 治 思 维 和 法 治 方 式 解 决 水 问 题 的

能力。

团结凝聚力量，奋斗铸就伟业。让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奋斗、真抓实干，

绘就治水兴水新画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的

水安全保障。

（作者为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写在2024年“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之际

李国英

本报北京 3月 21日电 （记者郑轶）第十五届春兰杯世

界职业围棋锦标赛 16 强赛 21 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结束，中

国队棋手杨楷文战胜韩国队名将申真谞，与其他 4 名中国

队棋手丁浩、李轩豪、芈昱廷、辜梓豪一起晋级 8 强。

本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共有 24 个参赛名额，

首轮比赛 8 名种子轮空，芈昱廷、李维清、杨楷文、谢尔豪、

党毅飞等 5 名中国队棋手获胜晋级。

16强赛共有 10名中国队棋手出战，其中杨楷文执白对阵

申真谞的比赛引人关注。此役，双方在布局阶段针锋相对，局

部激战中，申真谞未能走出最佳着法。杨楷文抓住机会，打赢

劫争后取得明显优势。尽管申真谞随后展开反扑，但杨楷文应

对精准，最终赢得胜利。

在其他场次比赛中，李轩豪、丁浩分别战胜日本队棋手一

力辽和许家元，芈昱廷、辜梓豪分别战胜队友柯洁和谢尔豪。

日本队棋手芝野虎丸和韩国队棋手朴廷桓、卞相壹也分别战胜

各自对手，晋级 8强。本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 8强赛

将于 12月举行。

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

中国队棋手杨楷文战胜韩国队名将申真谞
本报青岛 3月 21日电 （记者刘硕阳）21 日，2024 年全

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会议提出，群

众体育是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基石，也是推动体育高

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要抓住当前体育强国建设和体育改

革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

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表示，构建更高水

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是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

基石，也是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期待的内在要求。当前

群众体育工作仍存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总量不足、质量不

高，公共服务资源布局不优，与国家人口总量、结构和变动

趋势不适应等问题短板。

会 议 提 出 ，针 对 这 些 问 题 ，要 加 快 构 建 更 高 水 平 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一是在破解“健身去哪儿”难题

上 下 功 夫 ；二 是 在 统 筹 区 域 发 展 上 下 功 夫 ；三 是 在 聚 焦

重点人群上下功夫；四是在搭建人民群众体育舞台上下

功夫。

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提出

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月 21 日 ，在 山 东

青岛弘德小学，污水处

理厂讲解员指导学生做

实验。

“世界水日”前夕，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爱

水节水护水活动，提升

公众环保意识，守护生

态环境。

张 鹰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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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21日电 （记者季芳）20 日，中国射击队

步手枪项目巴黎奥运会 3 场选拔赛全部结束，中国射击队

步手枪项目奥运参赛阵容确定。

参赛阵容中，有即将第三次参加奥运会的李越宏，有东

京奥运会冠军姜冉馨、亚军盛李豪，更多的是在新奥运周期

表现出色的年轻选手，如黄雨婷、韩佳予、李雪、杜林澍等，

最年轻的运动员是出生于 2007 年的女子 25 米手枪选手梁

小丫。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射击队步手枪项目取得了 4金的优

异成绩。其中，杨倩、姜冉馨、盛李豪等年轻选手表现抢眼。

中国射击队步手枪项目巴黎奥运会参赛阵容选拔参考

了一系列国际比赛和选拔赛成绩。“从结果看，选拔达到了

预期目的，大多数重点运动员能够稳定发挥，脱颖而出。”国

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王炼说。

今年初开始的选拔赛共有 3 场，队员们在很多场次比

出了高水准，共有 12 次超世界纪录、2 次平世界纪录。“选拔

的过程，同时也是培养人才、锻炼队伍的过程。”王炼说。

3场选拔赛全部结束

中国射击队步手枪项目奥运参赛阵容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