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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要 强 化 应 急

管理装备技术支撑，优化整合各类科技

资源，推进应急管理科技自主创新，依靠

科技提高应急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智

能化、精细化水平。

近年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适应科

技信息化发展大势，不断以信息化推进

应急管理现代化，监测预警能力、辅助指

挥决策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持续提升。

监 测

综合应用多灾种预警技术
提升风险感知预测能力

山 林 中 ，传 感 器 记 录 着 大 地“ 脉

搏”；骤雨时，大屏幕上实时呈现河水涨

落情况；村庄里，应急广播“大喇叭”随时

待命……“有了自然灾害动态风险预警

平台，乡亲们的日子过得更安心了。”四

川 省 彭 州 市 龙 门 山 镇 党 委 书 记 郭 坤

龙说。

自然灾害动态风险预警平台由成都

高新减灾研究所与彭州市委城乡社区发

展治理委员会联合建立。“平台接入了第

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

将人员、道路、房屋等承灾体静态信息与

实时监测到的致灾因子动态情况结合分

析，实现点对点精准预报和滚动更新。”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暾介绍。

在蟠龙谷景区和龙源村后坝河，水

位传感器通过电磁波监测着山谷水位，

监测站的摄像头实时查看现场情况。自

然灾害动态风险预警平台不仅能够监测

地震，还关注着当地频发的山洪、泥石流

等多种地质灾害。

“地震预警技术正向着多灾种预警

的方向发展。”王暾说，地震预警系统的

原理是在一定地域布设相对密集的地震

监测台网，当地震发生时抓住地震波与

电波的速度差发出警告，通过资源集约

共享，同一组设备和系统可以达到预警

多种灾害的效果。目前，成都高新减灾

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

境研究所等机构联合建立了全国首批多

灾种预警示范点，“整合天、空、地、地下等 40 余种传感器数据，我们

已经实现全区域、全灾种、全渠道的灾害预警服务。”

当前，我国已建成由 2 万多个地震监测站点组成，覆盖国家、省、

市、县的数字化、网络化地震监测站网，地震监测仪器核心技术实现

自主创新可控。

“提升风险感知预测能力，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综合分析风

险因素。”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

大力实施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工程，提高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

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接下来将继续坚持数字赋能，

为灾害风险评估、排查和减灾措施的实施提供支持与保障。

调 度

构建信息资源共享体系
提高辅助指挥决策能力

走进江西省瑞昌市应急指挥中心，“智慧应急指挥平台”大屏上

显示着信息接报、协同会商、预案管理等 12 个指挥功能。“一旦发生

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平台可以在 1 分钟内完成应急响应和数据分

析，为指挥调度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信息支持。”瑞昌市应急管理局

党委委员温瑞斌说。

灾害发生后，各方信息及时共享是实现救灾资源流畅调度的基

础。“平台根据自然灾害风险普查重点数据，绘制出风险隐患、应急队

伍、应急物资、应急路线、应急预案、避难场所等 6 张图。”温瑞斌介

绍，以“应急队伍图”为例，瑞昌市各类救援队伍的人员数量、主要装

备、救援专长等信息一目了然，只需点击屏幕，便能直接和救援队伍

视频连线，并进行指挥调度，实现“有队伍调动、能快速出动”。

“打通信息壁垒，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打造智能的信息

化辅助指挥决策支撑体系，是构建现代化应急指挥体系的内在要

求。”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国家层面

实现了应急领域跨部门数据汇聚应用，整合接入气象、水利、自然资

源、交通等领域的相关数据，引入多种灾害趋势及影响分析的专业模

型，仿真推演灾害的发展趋势和影响区域，实现了灾情研判、信息综

合、救援处置等应急全流程“一张图”。

下一步，应急管理部将继续加强各类信息资源的汇聚加工，运用

大数据的深度学习算法构建模型，为各类灾害事故的指挥调度提供

更坚实的技术支撑。

治 理

拓展信息报送的渠道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去年 5 月，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气象台发布暴

雨红色预警，走马镇李桥村灾害信息员吴光奎在巡查时发现农户涂

兴川屋后出现裂缝。

“可能发生滑坡！”意识到潜在的风险，吴光奎迅速打开“灾害风

险隐患信息报送”小程序，向镇政府和应急办进行汇报，走马镇政府

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与当事人沟通后，工作人员按要求将涂兴

川家中 4 人紧急转移到亲戚家中，随后在房屋前后设置警戒线，安排

专人值守。“人员转移后不到两个小时，雨势逐渐加大，涂兴川的屋后

坡体瞬间坍塌。”吴光奎说。

当前，像吴光奎这样的灾害信息员在我国共有 100 余万人，他们

发挥着“第一响应人”的重要作用。

不仅是灾害信息员，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也可以快速、便捷地向

有关部门报送灾害事故。今年 1 月，应急管理部“灾害事故 e 键通”小

程序正式上线运行。一旦发生灾害事故，公众可第一时间通过简单

的勾选、拍照、录制视频等方式完成现场信息采集，并将情况提供给

应急管理部门。

通过“智能呼叫机器人”向灾害区域内的灾害信息员大规模自动

电话呼叫，询问并采集灾情信息；利用灾害事故“网罗天下”系统实时

检索和抓取互联网中关于灾害事故的图文、视频等；强化大数据、互

联网等技术支撑，形成以 119 为主、互联网为辅、多部门联动的统一

接报警体系，提升应急接报警响应能力……近年来，应急管理部门积

极探索利用多种技术手段，提升灾害事故现场信息的采集、报送等

能力。

接下来，应急管理部将继续完善全社会参与的应急管理社会共

治格局，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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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R

春 风 一 拂 千 山 绿 。 又 到 了

植 树 造 林 的 时 节 ，神 州 大 地 处

处 添 着 新 绿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前人种

树后人乘凉，我们每个人都是乘

凉者，但更要做种树者。”说的是

种树，却又不止于种树。树人犹

如树木，所谓“种树者必培其根，

种德者必养其心”。党员、干部

要带头参加义务植树，多种树、

种好树、管好树；也要通过种树，

增强历史自觉、厚植为民情怀，

为人民种树，为群众造福。

对“绿化将军”张连印的报道

中有一处细节，令人感悟颇深。

他左手举着一棵樟子松幼苗，右

手托着根部的泥土，对一群“红领

巾”说：“小苗带着连着根的土栽

下去，成活率才高，长得才好。就

像咱们人一样，得有根，走到哪里

都不能忘本。”一个人脚下站立的

土地，也是 其 精 神 成 长 的 沃 土 。

把 根 深 扎 于 泥 土 中 ，才 能 接 地

气 、添 力 量 。 张 连 印 珍 爱“连根

土”，退休回乡义务植树 20年，带

领团队种下了 200 多万棵树。他

留下的不只是一方绿荫，还有坚

定的信念、崇高的境界。

树不忘根，人不忘本。一次，朱德同志返乡探亲，

多 年 不 见 的 乡 亲 们 说 ，“ 当 了 总 司 令 ，还 是 庄 户 人 模

样”。朱德笑了：“总司令是个啥子嘛！没有大家，没有

群众，还有啥子总司令！”党员、干部应常问问“我是谁”，

要当“老百姓的官”，自己也是老百姓，有了这种身份认

同，才能把群众当自家人，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党

员、干部要以此次党纪学习教育为契机，学纪、知纪、明

纪、守纪，树立正确权力观，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当

好人民的公仆。

扎根于实践，拜群众为师。基层是最好的课堂，群

众是最好的老师。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在兰考

工作期间，靠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对全县 149 个生

产大队中的 120 多个进行了走访和蹲点调研，面对面向

群众请教。正是这种深入的调查研究，使他在较短时间

内总结出治理风沙的有效办法。千难万难，问计群众就

不难。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甘当小学生”，应成为广大

党员干部的工作常态。

顶天立地，播撒“绿荫”。把自己当作一棵树，扎根于

泥土，不仅仅为了汲取营养、壮大自己，更要撑起一片绿

荫，为群众遮风挡雨。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

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牢牢植根人民，

树立正确政绩观，尽心竭力为百姓谋福祉，才能以实绩赢

得群众的口碑与信任，也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

迸发勇毅前行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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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三江口镇

宝龙村，农机在一望无际的大田里穿梭，进

行着玉米秸秆粉碎机械还田作业。农机驶

过，地块里翻出了黑色的土壤。

宝龙村党支部书记、宝丰农作物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忠武蹲在地上，扒开刚刚

还田的秸秆碎屑，用力把秸秆插进土壤。

“看，这些黑色的小细条就是去年粉碎

还田、现在已经腐烂的秸秆。天气暖和一

些，土里就会有很多蚯蚓。”刘忠武说。去

年，宝龙村最高产的一块玉米田亩产相当

于 10 年前的两倍。

昌图县农作物播种面积 489.7 万亩，是

全国知名的产粮大县。但受自然条件所

限，昌图县黑土层比较薄，平均为 20 厘米，

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成了这里黑土地保护

的重要课题。

“近两年，昌图县粮食年产量从 53 亿斤

左右提升到了 55 亿斤以上，主要因素便是

持续提升耕地中的有机质含量，养肥了这

片黑土地。”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

所研究员、昌图县副县长解宏图说。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研究团队与当地

技术人员、种粮大户合力攻坚，推出符合当

地实际的秸秆粉碎全量还田、堆沤有机肥

腐熟发酵还田、深松浅耙重压技术。

昌 图 县 农 民 还 自 创 农 机 —— 不 等 深

度深松归行浅耙复合机。这台机器可以

把 深 松 层 分 为 20 厘 米 和 30 厘 米 两 个 层

次，以更好保持土壤里的水分和养分，利

于作物扎根；耙片设计为 10 厘米，既不伤

害黑土层，还可以把粉碎的秸秆和抛撒的

有机肥都埋入地下，利于形成腐殖质；机

器上还有两个旋转的压地滚，可以把土地

压平整。

“进一次地干三样活，降低作业次数，避

免土地被反复碾压。”昌图县现代农业发展

服务中心黑土地保护项目办公室主任张军

告诉记者，播种前，县里还会组织企业用无

人机给土壤喷洒微生物菌剂，加快有机物质

分解，让秸秆和有机肥尽快形成腐殖质。

站在昌图县老城镇胜利村的耕地里，

张军说：“这地踩着就像棉花被似的，有利

于我们保墒抗旱多打粮。”不远处，抛撒车

正将有机肥均匀地撒在耕地。

近年来，昌图县完善畜禽粪污收集处

理利用体系，以养殖场户为主体，第三方服

务组织、种植合作社和有机肥厂紧密衔接，

发展种养结合、绿色循环农业。今年，昌图

县组织落实畜禽粪肥集中还田 110 万吨，配

套还田土地面积 30 余万亩。目前，大田机

械抛撒农家肥作业已全面展开，在昌图县

的黑土地上，随处可见作业的运输车、铲车

和有机肥抛撒车。

去年 11 月，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

研究所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在昌图县成

立。“从今年 4 月春播开始，中国科学院将每

年派 50 名科研人员来昌图县，开展现代农

业研究、示范、技术推广及服务。提升科技

含量，进行科学管理，这里的黑土地会越来

越肥。”解宏图说。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利用科技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

这里的黑土地越来越肥沃
辛 阳 董 健

本报北京 4 月 9 日电 （记者齐

志明）记者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了解到：为了适应春耕大忙时节农民

的实际需求，供销合作社系统在原有

农资保供网点的基础上，建设了新型

“庄稼医院”。专业技术人员通过职

业技能培训，成为专属“庄稼医生”，

因 地 制 宜 为 农 户 提 供 生 产 技 术 指

导。目前，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已派

出 7 万多名“庄稼医生”蹲点一线。

春 播 春 耕 农 资 先 行 。 前 不 久 ，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公布了 2024

年全国农资保 供 200 家 重 点 企 业 名

单 ，确 保 春 耕 农 资 供 应 量 足 价 稳 ，

满 足 农 民 需 求 。 这 份 重 点 企 业 名

单 ，包 括 中 国 农 业 生 产 资 料 集 团 等

200 家企业，供应范围全面覆盖 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

目 前 ，总 社 正 在 积 极 指 导 各 级

供 销 合 作 社 和 重 点 农 资 企 业 ，共 同

构 建 省 市 县 三 级 农 资 应 急 保 供 体

系 ，确 保 春 耕 旺 季 不 脱 销 不 断 档 ，

不 误 农 时 ，为 夏 粮 丰 收 奠 定 良 好 的

基础。

供销系统积极做好春耕备耕为农服务

因地制宜为农户提供生产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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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9 日电 （记者张

天培）当前正值春耕备耕时节，为净

化 农 资 市 场 秩 序 、护 航 春 耕 生 产 安

全，近日，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

部署开展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

动 ，组 织 全 国 公 安 机 关 结 合“ 昆 仑

2024”专项行动，坚决依法严厉打击

各类制售假劣农资违法犯罪活动，切

实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粮食

生产安全。

据介绍，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

关在持续打击整治基础上，进一步突

出打击重点，紧紧围绕农时季节，不

断深化农资打假“田间警务”工作，盯

紧种子、化肥、农药等重点领域，特别

是对欺骗蒙蔽农民群众的制售假劣

农资违法犯罪团伙出重拳、下狠手；

强化精准打击、深度打击、规模打击、

联动打击，对“黑窝点”“黑作坊”“黑

工厂”以及流窜作案团伙坚持打早打

小、露头就打，对涉案人员多、社会危

害大的重点案件开展集中破案攻坚，

坚决摧毁整个犯罪网络；不断完善部

门间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

联合督办等制度，推动形成部门联动

合力；进一步强化区域警务协作，全

环节打击假劣农资“产、供、销”犯罪

链条。

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切实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 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本报北京 4 月 9 日电 （记者冉

永平、丁怡婷）中国石化 8 日宣布，中

国石化部署在海南的福深热 1 井顺

利完钻，井深达 5200 米，刷新了我国

最深地热科学探井纪录。该井的成

功钻探，揭示了华南深层地热形成与

富集机理，意味着我国干热岩勘探在

地区和深度上取得新突破。

福深热 1 井钻探目标为 2.5 亿年

前 的 花 岗 岩 ，属 于 深 层 干 热 岩 地 热

井。自 2023 年 8 月开钻以来，该井应

用“双驱钻井+高压喷射”等多项自

主研发的创新技术，在地下近 3900米

处温度超过 150 摄氏度，达到高温地

热标准；在地下 5000 米处温度超过

180 摄氏度，达到国家能源行业标准

规定的干热岩温度界限，形成了深层

地热资源探测评价关键技术。

地热能是一种稳定可靠、绿色低

碳的可再生能源，具有储量大、分布

广、清洁环保等特点。当前，我国地

热资源开发利用多以浅层和中深层

的水热型地热为主，而埋深 3000 米

以下的深层地热，尤其是干热岩资源

的开发尚处于探索阶段。干热岩一

般是指埋在地下数千米处，温度高于

180 摄氏度、内部不含或仅含少量流

体的高温岩石。

数据显示，我国陆区地下 3000米

至 1 万米范围内的干热岩型地热资

源量折合标准煤 856 万亿吨，即使仅

采出 2%，也可以达到 2023 年我国全

年能源消费量的 2990 多倍。

上图：中国石化福深热 1 井。

张乔勋摄（人民视觉）

我国最深地热科探井完钻
井深达 5200 米

（上接第一版）

赵乐际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同

加勒比国家关系。欢迎巴方支持和参与将于今年 9 月在海

南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期待巴方在

加勒比地区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愿共同推动中加全面合作

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赵乐际强调，立法机构交往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全国人大愿与巴哈马议会参众两院加强多层级、

多领域友好往来，交流治国理政经验，深化友谊与合作。发

挥立法机构职能作用，为两国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扩大人员

往来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框架

内的协调配合，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赵乐际介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关情况。他表示，

中方愿与巴方在发展民主、健全法治等方面加强交流互鉴，

更好服务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德沃和阿德利表示，巴中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两国关

系强劲有力。巴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钦佩中国人民取

得的巨大成就。感谢中国对巴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无私帮

助。巴参众两院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往，为促进两

国经贸、人文、立法等各领域合作作出贡献。

铁凝参加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