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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网

络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

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024 年是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网络强国战略目标 10周年，

是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

30 周年，也是我国网络法治建

设起步 30 周年。”国家网信办

副主任王崧说，为此，国家网信

办 牵 头 专 门 组 织 力 量 编 撰 了

《中国网络法治三十年》，全面

展现中国网络法治建设成就，

总结中国网络法治建设经验，

同时也展望了中国网络法治的

未来和前景。

王崧介绍，在构建完备的

网络法律法规体系方面，中国

坚 持 科 学 立 法 、民 主 立 法 、依

法 立 法 ，把 握 互 联 网 发 展 规

律，大力推进网络法律制度建

设 ，截 至 目 前 ，中 国 制 定 出 台

了网络领域立法 150 多部；在

构 建 高 效 的 网 络 法 治 实 施 体

系方面，中国坚持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网络执法，捍卫网络空

间公平正义，创新网络法治实

施模式；在构建严密的网络法

治监督体系方面，中国不断规

范和完善对网络立法、网络执

法、网络司法的运行制约和监

督机制；在构建有力的网络法

治保障体系方面，不断完善党

领导依法治网的制度和机制，

把 党 管 互 联 网 要 求 落 实 到 网

络法治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

更 好 发 挥 中 央 网 信 委 的 决 策

统筹作用。

被问及推进信息通信领域的法治建设、促进行业高质

量发展方面的相关情况时，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与法

规司负责人崔淑田说，第一是健全完善信息通信法规体系，

为行业发展提供长期性的制度保障。工业和信息化部积极

推动并参与电信、互联网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工作，加强规

章立法，细化完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业务经营、用户权益

保护等制度。第二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为信息通信业高

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持续加

强信息通信领域执法，纵深开展 APP 侵害用户权益整治活

动，规范校园等重点市场的竞争秩序，持续强化数据安全监

管，深入推进反电信网络诈骗执法，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

如何通过法治监管，来促进和规范网络市场健康运

行？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司长彭新民介绍，一方面，根据

网络市场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不断完善相关立法，为网络

市场活动定规矩、画方圆。比如，推动制定《市场主体登

记管理条例》，规定个人开办网店可以将网络虚拟场所作

为经营场所进行登记等。另一方面，聚焦网络市场领域

的突出问题，积极开展监管执法。近年来，组织开展优化

平台协议规则专项行动，指导 854 家平台企业修改优化协

议规则 3680 项等。

在互联网时代，公众的社交、学习、工作等很多活动

都 在 网 络 空 间 进 行 ，随 之 而 来 的 涉 网 纠 纷 也 日 益 增 多 。

对于法院如何应对涉网纠纷、更有效地维护好网络空间

的公平正义，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一级高级法官周

加 海 进 行 了 解 读 。 第 一 ，逐 渐 实 现 把 线 下 审 理 搬 到 线

上。 2023 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中有三成实现在线立案，

一半以上的法律文书是在线送达，方便了人民群众。第

二，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裁判，在把握法律精神的基础上进

一步明边界、定规则，确保网络不成为法外之地。比如，

去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了

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

确了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公诉标准和办案要求。第三，

人民法院携手各方，以多种方式有效预防、及时化解矛盾

纠 纷 ，实 现 溯 源 治 理 。 通 过 制 发 司 法 建 议 、发 布 典 型 案

例、参与网络立法，联动相关部门完善网络治理，努力实

现涉网纠纷和违法犯罪的源头预防和综合治理。

国家网信办网络法治局局长李长喜还介绍了国家网

信办会同有关部门建设清朗网络空间、维护网民合法权

益等方面的工作：在加强网络正能量建设方面，坚持以法

治手段，鼓励和保障网上正能量传播，不断完善网络信息

内容建设与管理的法律法规；在加强网络生态治理方面，

制定《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网络暴力信息治理

规定》等，近年来先后开展专项行动 40 余项，清理违法违

规信息 200 多亿条；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制定了个

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持续开展 APP 违法违规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邮政快递领域个人信息保护专

项检查等；在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结合未成年人

的特点，对未成年人进行优先保护、特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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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 6月 18日电 （记者范昊天）记者从长江三峡

通航管理局获悉：截至 2024 年 6 月 18 日，三峡船闸已累计

运 行 20.43 万 闸 次 ，通 过 船 舶 103.53 万 艘 次 ，通 过 旅 客

1226.17 万人次，过闸货运量达 20.77 亿吨，有效支撑了长江

黄金水道的安全通畅。

据介绍，三峡船闸是世界上连续级数最多、总水头和级

间输水水头最高、技术最复杂的内河船闸。自 2003 年三峡

船闸面向社会船舶开放通航以来，随着沿江经济社会蓬勃

发展，库区航道、港口条件改善，能源、建材、矿石等大宗商

品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过闸货运量节节攀升。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坚持创新引领，优化调度组织，实

施两坝船闸、升船机联合匹配运行，探索应用“罗静排档法”

“虚拟闸室”等措施，施行 156 米水位四级运行，力推过闸船

舶标准化，研发大型人字门同步顶升系统助力快速检修

等。三峡船闸日均运行闸次由 23 闸次提升至 31 闸次，吃水

控制标准从 3.3 米提高到 4.3 米，单闸次平均实载吨位从

3140 吨提升到 15264 吨。目前，三峡船闸年货运量已连续

10 年突破 1 亿吨。

三峡船闸通航 21年来过闸货运量近 21亿吨

近期，南方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北方部

分地区旱情发展迅速。各地各部门干部群众

积极行动，全面加强灾害防范应对，扎实做好

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采取多种措施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

稳定。

迅速行动 防汛抗旱

气象部门做好气象相关服务。 18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高

温黄色预警、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

渍涝风险气象预报。针对北方部分地区旱

情，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气象干

旱）三级应急响应，受旱地区气象部门调用

7 架 飞机，适时开展飞机增雨作业 23 架次、

地面增雨作业 700 余次，累计增加降水 2.3 亿

立方米。

水利部密切监视天气形势，逐河流、逐关

键站点滚动开展洪水预报，及时会商研判。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

应，及时向社会发布江河洪水预警。针对北

方部分地区旱情，水利部组织黄河、淮河、海

河水利委员会会同旱区各省份水利部门，研

究抗旱应急调度方案，旱区 456 处大中型灌区

能引尽引、应灌尽灌。

17 日，农业农村部对河北、山西、山东、河

南 4 省 启 动 农 业 抗 旱 三 级 应 急 响 应 。 发 挥

1654 个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970 个区域

农业应急救灾中心作用，调剂调运应急抗旱水

泵 142.5万台，抗旱浇灌 1.67亿亩次。派出 4个

工作组、7 个科技小分队，赴 7 省开展技术服

务，指导地方落实抗旱播种措施，确保适墒适

期播种。

18 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在已向北方旱灾和南方洪涝灾区

调拨 4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紧急启动应

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全力支持地方做好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1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

投资 1.3 亿元，支持福建、广东受灾地区受损

学校医院、水利防洪等设施应急恢复，推动灾

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山东、河南等受高温干旱影响较大的省

份 正 全 力 以 赴 做 好 水 量 调 度 、农 业 技 术 指

导等工作，通过蓄、引、调、节水等各项措施

抗 旱 保 苗 ，力 求 最 大 程 度 减 轻 干 旱 带 来 的

影响。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大中型水库

及河道供水正常，地下水源相对充足，基本

满足抗旱需求。”河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

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河南省应急管理、

农 业 农 村 、水 利 等 部 门 成 立 25 个 工 作 组 和

27 个专家组，分片包市深入一线、深入基层，

对各地水源调度、抗旱播种、抗旱保苗等工

作进行督促指导，及时协调解决遇到的实际

困难和问题。

山东省统筹配置黄河水、长江水及当地

水资源，加强对抗旱水源的统一调度管理，

156 处大中型灌区开展提引水灌溉，累计灌

溉面积 1475.27 万亩。 5 月 1 日以来，山东大

中型水库累计放水量 3.12 亿立方米，骨干调

水工程引调水 3.3 亿立方米，累计启用引黄

闸 63 座，引黄水量 10.06 亿立方米。“我们村

子的 1814 亩农田已全部播种完毕。”山东省

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野岗埠村党总支书记

许芹芹说。

转移群众 妥善安置

“人 救 出 来 了 ，医 生 快 来 ！”6 月 18 日 下

午，在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南磜镇石寨村，

2 个多小时的救援作业后，一名被困约 46 小

时的村民被深圳公益救援队和现场的联合搜

救组救出。“我们对每一户都反复查看，对于

倒塌建筑使用无人机进行热成像搜索，全力

搜索救援失联被困群众。”救援队无人机搜救

组组长朱红军说。截至 18 日 15 时，广东全省

共转移群众 81337 人。

汛情就是命令，生命重于泰山。6 月 9 日

以来，福建省有 6 个市 25 个县 31 条河流 41 个

站 发 生 超 警 洪 水 89 站 次 。 截 至 目 前 ，福 建

省累计下沉干部 9.8 万余人次，累计转移群

众 7 万余人。

“后山随时可能出现泥石流滑坡，先和

我们一起去村部避灾点吧。”6 月 17 日凌晨，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罗卜田乡组

织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开展“敲门行动”，确

保群众转移“不漏一户，不少一人”。16 日以

来，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转移危险区群众

约 1.4 万人。

雨在下，水在涨。17 日下午，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溶江镇塔塘村，一对六

旬夫妻被洪水围困家中。桂林消防救援人员

赶往现场后利用身体搭建好“人梯”将被困群

众转移。截至 18 日上午，本轮降雨中桂林市

消防部门共转移疏散群众 435 人。

6 月 14 日 5 时起，面对大范围强降雨，贵

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第一时间

组织群众提前转移避险，15 时洪峰平稳通过，

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6 月 9 日以来，山洪地质灾害威胁区的

群 众 得 到 第 一 时 间 转 移 ，目 前 已 转 移 群 众

2607 人。”江西省抚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秘书

长、市水利局副局长兼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全智平介绍。

“雨太大，不敢出门。多亏了志愿者们

帮 我 买 药 、买 菜 ！”福 建 省 武 夷 山 市 吴 屯 乡

麻坜村村民占本仁说。为保障村民日常生

产 生 活 ，吴 屯 乡 成 立 代 买 物 资 、生 产 支 援 、

医 疗 保 障 三 支“ 党 员 帮 帮 团 ”，收 集 安 置 人

员 和 村 民 的 各 类 基 本 需 求 ，统 一 协 助 代 买

代办。

6 月 18 日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

大柘镇坝头冬青中心小学安置点，转移来的

村民们正在排队领取矿泉水和面包。

全力救灾 降低损失

闻“汛”而动，向“险”而行。

“天气放晴，全镇救援力量争分夺秒，最

大限度降低损失！”在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广

福镇西山村，18 日上午 9 时许，3 辆消防车和 1
辆中巴车顺利从福建武平进入村子，与本镇

救援队伍一起开展救援抢险工作。

6月 17日，广东省水利厅派出 12个省级专

家工作组分赴梅州、河源、肇庆等地指导洪水

防御和险情处置工作。6月 18日，15名水利技

术专家赴梅州支援抢险救援工作。广东省消

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潮州、揭阳等多个支队协

同森林消防广东机动队伍前往梅州增援。

“巫水河各电站水位降到正常水位以下

一米，立即执行”“抢险救援队伍及装备前置

一线”……湖南省绥宁县防汛指挥中心内，一

道道指挥调度命令精准发出，公路、电力、通

信等部门共出动 28 台套抢险设备，120 余名

抢修人员全力组织抢修。

截至 18 日上午 8 时，湖南省修订完善各

类调度预案、转移预案、抢险预案 2.3 万余件，

专业队伍、社会救援力量和群众性巡堤查险

队伍共 9072 支 43.7 万人，3731 座病险水库现

场配备挖掘机 3780 台。湖南省水利厅调度双

牌、欧阳海等大型水库预泄、拦洪，共拦蓄洪

水 6.6 亿立方米。

当前，浙江省迎来入梅以来最强降雨。

截至 6 月 17 日，浙江各地不间断开展风险隐

患排查，累计排查整改 3989 处。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组织抢通国省道公路

27 条段、县道 48 条段；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展

防汛救援器材装备检查 315 次，随时做好应急

救援准备。

江西省在中小水库、堤防、在建涉水工程

等防御重点加强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科学

调度各类水工程发挥拦洪、蓄洪等综合防灾

减灾效益。

连日来，福建省龙岩市 24 个乡镇 24 小时

降雨量超历史极值，万安镇境内多处道路塌

方，该镇为中考考生制定应急赴考路线。党

员干部、教师、民兵预备役人员、退役军人等

60 多人组成护送队伍，徒步一个多小时，将考

生安全送达。

“启动应急通信保障预案！”广西壮族自

治区桂林市部分地区出现山体塌方，造成通

信 杆 路 等 设 施 受 损 ，部 分 通 信 系 统 业 务 中

断。中国电信广西公司桂林分公司应急通信

抢修小组迅速出动，翻山越岭，争分夺秒抢修

受损通信设施。经数小时奋战，于 17 日 15 时

起逐步恢复中断业务。

（本报记者李红梅、王浩、朱隽、郁静娴、

刘温馨、刘志强、程远州、付文、李纵、李刚、邓

建胜、刘军国、黄娴、孙超、周欢、祝佳祺、毕京

津、王者）

各地各部门干部群众积极行动—

扎实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图①：6 月 13 日，在贵州省锦

屏县钟灵乡钟灵村，消防人员在清

理淤泥。 杨晓海摄（新华社发）

图②：6 月 17 日，消防人员在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象洞镇开展

救援。 周杨东摄（新华社发）

图③：6 月 17 日，广东省梅州

市平远县体育场，直升机在运送救

援物资。 冯锡权摄（人民视觉）

图④：6 月 17 日，在山东省东

营市广饶县李鹊镇前艾家村的田

地里，农民正在使用桁架式喷灌

机浇地。刘云杰摄（人民视觉）

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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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特别强调

要全力应对灾情，千方百计搜救失联被困人员，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灾害发生后，我们及时调集

救援力量赶赴受灾严重的地区开展救援，帮助

受困群众脱险、投送救灾物资和实施医疗救助。

同时聚焦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

联被困人员。”梅州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罗裕权说。

由于山体滑坡，通往梅州市平远县差干镇

湍溪村的道路中断，村庄网络中断。在现场，

数台挖机正在紧急抢修。当地已经组织救援

人员携带物资进入村内，网络信号正在有序恢

复中。目前当地共投入救护力量 200 支队伍

9000余人，已安全转移群众超过 6万人。

福建邵武市水北镇是本轮降雨较为集中的

区域，目前全镇已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百余人。

“我们把总书记重要指示化为实际行动，

想方设法保障转移群众的生活质量，让他们

在集中安置点吃得放心、住得安心。”水北镇

镇长吴烨说，汛情面前，水北镇各村严格落实

“应转尽转”要求，组织干部入户摸排，帮助群

众打消顾虑，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面对

汛情旱情，各地始终牢记嘱托，绷紧防汛抗旱

抢险救灾这根弦。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

障司司长陈胜表示，我们将遵照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抓牢抓细各项工作。

“近期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增多，大家巡

视时要仔细，对低洼和易被雨水冲刷的地方，

做好监测。”6 月 18 日，在国网义乌市供电公

司北苑供电所高压班例会上，班长龚航彬详

细布置近期工作任务。

“现在我们有专人负责应急照明灯、发电

机组、抽水机泵等应急抢险设备，确保各类应

急防汛器具随时拿得出、用得上。”龚航彬说。

正值夏粮播种和出苗关键期，不仅要保

障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要最大限度降低旱

情带来的灾害损失。山东滨州市已经启动抗

旱四级应急响应。滨州黄河河务局已开展实

时调度 17 次，目前数千万立方米应急抗旱的

黄河水已流入滨州农田。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旱情趋势，强化实

时调度管理，统筹安排各水库蓄水、灌区灌溉

引水，做到用对、用好、用足每一立方米黄河

水，为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和夏粮播种提供水

资源支撑。”滨州黄河河务局局长孙明英说。

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日趋

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

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压实责任、加强

统筹，扎实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贵州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牂牁镇紧靠水域

宽阔的牂牁江，今年以来，平均降水量较去年

同期明显偏多，防汛形势严峻。

“全镇实行防汛总动员，由 170 名镇村干

部和群众组成应急队伍，明确了镇、村两级山

洪灾害防范责任人、预警信息报告员，并备足

了电力、供水、抗灾救灾物资。”牂牁镇党委书

记赵梓见说。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江西部分地区出现

不同程度的洪涝、地质灾害。在江西余干县

的信瑞联圩，工作人员加密巡查频次，排班轮

岗对堤身迎水面及背水面等重点部位进行全

面排查。在堤坝防汛物资储备点，砂石、木

桩、编织袋、防浪布、土工布等储备充足。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化为实干动

力，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和应急准备工作，备足物

资，切实掌握防汛备汛主动权。”余干县应急管

理局副局长苏四鹏表示，余干县在全县沿江堤

坝上设置了 20个防汛物资储备点，一旦达到警

戒水位，运输车和装载车随时可以出发。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要 加 强 灾 害 监 测

预 警 ，排查风险隐患，备足装备物资，完善工

作预案，有力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有关部门

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工作状态，进一步强

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提前部署、提档应对，

筑牢防灾减灾防线。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

王亚伟表示，气象部门将持续加强灾害性天

气监测预报预警，聚焦重大灾害、重点流域、

重点行业、重点对象等，全力做好递进式服务

和气象高级别预警信息“叫应”工作，切实筑

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陈胜表示，应急管理部将调集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伍在高风险区域和重点防汛

地段值守备勤，全面加强成员部门统筹和物

资 、装 备 协 调 ，全 力 以 赴 支 援 地 方 抢 险 救

援。各地应急管理部门将加强监测预警和

会商研判，紧盯薄弱环节，强化巡查防守，及

时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全力保障人员生

命安全。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迎难而上，

就一定能够有力有效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

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大局稳定。”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

旱灾害防御局工程处副处长张虎说。

（新华社北京 6月 18日电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要求全力应对灾情，做好防汛抗旱抢险

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

各项工作。防汛抗旱检验防灾救灾体系和应

急管理能力，也考验为民情怀和责任担当。

全力应对灾情，必须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放在第一位，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落实落细各项措施，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底

线思维，压实责任、加强统筹，有力有效应对各类

突发事件，构筑起防

汛抗旱的坚固防线。

压实责任 加强统筹
栾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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