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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23日电 （记者金歆）记者 23 日从中央

网信办获悉：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专项行

动，聚焦“自媒体”无底线造热点蹭热点，制造以假乱真、虚

实混杂的“信息陷阱”等突出问题，从严整治漠视公共利益、

违背公序良俗、扰乱公共秩序，为了流量不择手段、丧失底

线的“自媒体”。

通知指出，专项行动整治的重点问题包括：自导自演式

造假、不择手段蹭炒社会热点、以偏概全设置话题、违背公

序良俗制造人设、滥发“新黄色新闻”。

通知要求，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着重加大对虚假摆拍信

息的识别和清理力度，从严处置违背公序良俗制造人设的

“自媒体”账号。平台对开通营利权限的账号，应当以身份

证件号码等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同时，完善流量管理

措施，对疑似无底线博流量的信息，应当预先采取流量限制

措施，并视情暂停评论、点赞等互动数据增长。

中央网信办开展专项行动
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

本报北京 4月 23日电 （记者董丝雨）近日，记者从国

家林草局 2024 年第二季度例行发布会上获悉：今春以来，

国家林草局已组织 15 个工作组分赴“三北”各省区开展包

片蹲点，推进项目开工建设。目前，“三北”工程区已开工项

目 40 个，完成造林种草 2000 多万亩。

国家林草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司长张炜表示，新时代的

“三北”工程建设，发展理念向系统治理转变，治理方式向联

防联治转变，增长方式向增绿提质并重转变，发展动力向创

新驱动转变，各地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保护修

复，积极探索光伏治沙、以工代赈、揭榜挂帅、央企合作等新

机制、新模式。

“三北”工程区造林种草 2000多万亩

本报北京 4月 23日电 （记者张天培）记者从公安部获

悉：近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

犯罪嫌疑人“猎狐 2024”专项行动。

据介绍，“猎狐 2024”专项行动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国际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工作办公室部署开展的“天

网 2024”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机关将按照部署要

求，加大追逃追赃重点个案攻坚力度，有效提升追逃追赃工

作质效，深化拓展执法合作渠道。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全国公安机关将从维护国家

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高度，深入开展“猎狐 2024”专项行动，

更好服务中央反腐败斗争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等中

心工作，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据了解，2014 年以来，公安部已连续 10 年组织全国公

安机关开展“猎狐行动”，取得显著成效。在中央追逃办统

筹协调和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协助下，“猎狐行动”共从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 9000 余名，追赃

挽损近 490 亿元人民币。

公安部部署开展“猎狐 2024”专项行动

本报乌鲁木齐 4月 23日电 （记者韩立群）日前，中国

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发布 2023 年度新疆棉花生产加工过程

质量状况监测结果。本次监测周期从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2 月，监测结果表明：新疆棉花可纺性明显提高，质量持

续提升，达近五年来最好水平。

作为国家优质棉基地，新疆的棉花产量占全国九成以

上。据了解，新疆已建成棉花仪器化公证检验技术体系，年

检验能力 1000 万吨，实现棉花加工企业全覆盖。新疆市场

监管部门深入推进“监管护棉”行动，建设“棉花智慧监管平

台”，通过质量补贴引导棉农改良品种、企业改造设备，推行

“专业仓储+在库公检”制度，推动新疆棉花收购加工稳定

有序，总体质量持续提升。

新疆棉花主要质量指标达近五年最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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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南京市老城南，古建老宅按照

“修旧如故”方式保护修缮，既延续风貌肌理，

也保留时代气息；无锡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

游船串起了两岸珍珠般散落的运河遗迹，重

点文物与传统民居分级分类活化利用，实现

可持续改造；苏州平江路上，居民在老街区生

活便利，成为“活着”的历史文化遗存……

在保护中发展，发展更具底蕴；在发展中

保护，保护激发活力。近日，记者走访江苏代

表性古建筑老街区，深刻感受到历史文化街

区的保护修缮、活化利用，让居住在老街老宅

中的居民过上了幸福生活，也成为城市发展

不竭的文化源泉。

修旧如故 记录历史

南京市老城南门东历史文化街区三条营

18 及 20 号古建，许多南京人都很熟悉——这

便是“积善堂”。

这是一处南京传统民居中典型的多进穿

堂庭院式建筑群，共有二路七进，占地 4500 多

平方米，依次为门厅、轿厅、大厅、正房，中间

以回廊连缀，临街房屋下方以青条石铺地。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秦淮分局局长

李建波介绍，“老门东”（门东历史文化街区）

作为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的“浓缩地”，

包 含 丰 富 的 历 史 信 息 ，具 有 重 要 的 文 化 价

值。但因为战火和使用材质等原因，许多建

筑珍贵又脆弱。2009 年，南京以“整体保护、

有机更新、政府主导、慎用市场”为方针，对

“老门东”进行保护修缮。

修缮的第一步，是要保留建筑风貌的最

大特色：青砖灰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

李建波介绍，从 2012 年到 2014 年，南京市秦

淮区规划部门联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对老

城南 100 处保存完整、有代表性的传统民居，

其铺地、门窗、梁柱等各个部件的色彩、尺寸、

样式，进行定量测绘并横向对比，列出适应性

取值范围，编撰南京老城南传统民居修缮技

术图集，作为“修旧如故”的参考指南。

“修复院墙的青砖，有一部分是用其自身留

存的，有一部分是从周边地区‘淘’来的同时期

老材料，还有一部分是根据史料上的记载，采

用老工艺烧制而成的新材料。”门东历史文化

街区修缮项目负责人黄洁告诉记者，就像老师

傅在修复文物时要“留白”一样，老街古建的修

复并不是“仿古”甚至“以假乱真”，而是通过

“留痕”，保存其历史进程中的信息。

李建波介绍，近年来，南京从物质空间和

居民两个角度，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原真

性”，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

分类分级 活化利用

“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京杭大运

河流淌千年，在无锡穿城而过。适逢周末，游

客涌入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乘游船泛舟古

运河——这条游船线将两岸历史文化遗迹串

珠成链。

无锡地方文化研究学者阮夕清介绍，总

面积 47.74 公顷的街区，仍保留着传统“一河

两街”的空间格局，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2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处，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 3 处，不可移动文物 6 处，历史建筑 60
处，是江南文化的活态见证。

2007 年，在建筑学泰斗吴良镛院士的指

导下，街区制定“整体创造、有机更新”原则，

对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进行保护修

缮，引入符合保护要求和发展需要的业态，让

运河街巷活起来、火起来。

“明代开始，运河两岸窑业发达，鼎盛时

期共有 100 多座砖瓦窑，为北京故宫和南京明

城墙供应城墙砖。2013 年，窑群遗址被评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无锡市梁溪文旅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敏磊介绍。

2008年，街区选取了 3座保存最完整的古

窑修建了博物馆，全面展示了古窑文化及砖瓦

的制作流程，每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在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采取分级分类

活化利用：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文化传承与

展示为主，传统民居合理利用，让“保与用”实

现良性循环。

街区中的钱少卿老宅，融合传统江南建

筑意境与现代设计理念，维持建筑外观原貌

不变，同时，充分利用内部空间，运用光影变

化等艺术手段，塑造出雅致诗意的氛围，既推

动了文物古建的活化利用，也助力了历史街

区更新改造的可持续性。

民生改善 生活便捷

有着 2500 年历史的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

区，不仅延续着“水陆并行”的双棋盘格局，还

保存下众多珍贵遗存。它是“活着”的遗产，

这里生活着 1.1 万居民，是古城最具烟火气的

地方。

“10 多年前，我们还在用吊桶取井水、用

浴桶洗澡、用煤炉做饭。”家住钮家巷的 68 岁

居民高继国一家三口长期挤在 28 平方米的老

房子里，随着年龄渐大，他舍不得搬离老宅，

又迫切希望尽快改善生活条件。

“历史街巷保护与居民生活改善是一体

两面。居民的生活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常常可以看到游客走进弄堂与老人聊天、拍

照。”苏州市姑苏区古城保护委员会规划保护

处处长王永法认为，在保护第一的前提下，历

史街区中的居民同样应享受到现代生活的

便利。

高继国经历了“一块匾、一只桶、一口井、

一根线”的更新过程——2002 年，苏州市启动

平江路风貌保护与环境整治工程，他家修缮翻

新成 40多平方米的空间；2012年，姑苏区启动

城市居民家庭改厕工程，新建的卫生间只有 2
平方米，却做到了干湿分离；2015年，古井老井

治理开始，河道水质变得更加清澈；2018年，钮

家巷社区实施架空线整治和入地工程，存在隐

患的“空中蜘蛛网”不见了……

如今，高继国家中有单独的水表、电表，

方便的自来水，现代化的厨具，空调、冰箱、洗

衣机等家电一应俱全。

这几年，街区已建成“一刻钟生活圈”：社

区新建了为老服务中心，不仅可以测量血压

血糖，还能送饭上门；马路对面的双塔市集提

档升级后，买菜购物、小修小补有了一站式去

处；去年新开的仁恒仓街综合商业体为周边

居民提供了 200 多个优惠停车位。

高继国今年上初一的外孙女溪溪每天放

学后都到外公家写作业，她也在街区找到了

课余活动新空间——大儒巷 38 号平江文化中

心里，有桃花坞木版年画等非遗体验活动，还

有与苏州图书馆通借通还的“鸿儒书房”。离

家不到 5 分钟路程，就是她和同学常逛的评弹

博物馆、戏曲博物馆，状元博物馆还是学校给

学生举办 10 岁生日礼的地方……

“在如今的历史街区，我们一家人都找到

了幸福感。”高继国笑着说。

上图：俯瞰江苏省无锡市清名桥历史文

化街区。 陈锡铭摄（人民视觉）

历史街区，在保护中发展
本报记者 何 聪 姚雪青 李卓尔

本报北京 4 月 23日电 23 日，国家防总

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

利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部门开展联合会商，

视频调度广东、广西、福建等省份，研判雨情

汛情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和次

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中央气象台预计，24日至 26日，江南、华南

等地将再度出现强降雨，并与 19日至 22日强降

雨区高度叠加。其中，广东省中北部发生洪涝、

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珠江水利委员会继续做好暴雨洪水防御

工作，督促地方加强北江大堤全线防守，严防

脱坡、崩岸等险情，同时抓紧开展水利设施水

毁工程修复。突出抓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

洪水防御，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工作。

目前，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仍

在韶关、清远、肇庆等地协助指导，应急管理

部增派工作组赴广东省指导地质灾害应急处

置，调派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专家携带

巡堤查险设备，开展无人机巡堤查险和光纤

堤防险情监测作业，并根据汛情险情机动部

署巡堤查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对接地方需求，指导广东省落实中央企业工

程抢险力量 63 支 5164 人、装备 1799 台套，利

用无人机恢复部分失联村庄通信，调派大型

无人机增援灾区，协调做好应急通信保障。

经各方全力抢险救援，目前进入韶关市武江

区江湾镇的通道已全面打通，前期 6 个失联村

庄均已取得联系，村组人员基本生活有保障。

23 日，广东省水利厅部署下一步防御措

施。广东省财政厅会同省有关部门，紧急拨

付广东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省级水利应

急救灾资金和省级农业应急救灾资金合计

9000 万元，用于支持韶关、清远、肇庆等市受

灾群众生活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农业救

灾复产、水毁水利设施修复等工作。

广东快速恢复受灾地区应急通信，全力

保障通信网络安全畅通。中国电信 2 辆卫星

应急通信车已成功到达江湾镇，广东移动组

织 6 支抢修队伍从不同方向前往江湾镇支援，

广东电信已提前派遣 1 台电源车、3 台卫星通

信车、10 部卫星电话以及 4 套卫星应急便携

站，连同应急保障队伍前突到韶关、清远等地

备用。

广铁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采取

部分列车停运、限速运行等措施有效应对暴

雨影响，及时转运受影响旅客。据统计，广铁

集团累计增开高铁专列 22 列，安排 16 列动车

组增加沿途车站停点，转乘图定车空闲座位

列车 118 列，共组织转运旅客 34897 人。

（综合本报记者刘温馨、李红梅、王浩、李

刚、李纵报道）

恢复应急通信 拨付救灾资金

多部门继续积极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