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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从重大装备看新质生产力R

全力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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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波光粼粼的太湖深处望去，一艘主体青

绿、拖着长尾的“巨无霸”正开足马力，在湖面

作业。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太湖之星”智能

一体化清淤平台船（见右图，姚春摄）。

湖面广阔、水质清澈、山丘环绕，这是太湖

的美景，也是太湖应有的样子。

底泥清淤，是太湖治理的关键。今年 3 月

7 日，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梅梁湖区工程开工

后，“太湖之星”正式投用，截至 8 月 9 日 24 时，

累计清淤已达 97.18 万立方米。

从码头乘船前行，“太湖之星”的轮廓逐

渐清晰：这是一个由 3 艘作业船串联一体的

水 上 平 台 ，如 同 一 座 漂 浮 在 湖 面 上 的“移 动

工厂”——

环保清淤船“太湖浚清 1 号”，是清淤作业

的“先遣兵”。它在水下的螺旋绞刀不停挖掘

抽吸湖底淤泥，再通过一条 500 多米长的输泥

管道，把泥浆输送到除杂船“太湖之星 1 号”

上。在这里，透过双层筛网，输送来的淤泥被

筛除贝壳、石块等大颗粒杂质，分离出细腻的

泥浆。

如果说“太湖之星 1 号”是清淤作业的“中

转站”，那么，与之相连的“太湖之星 2 号”便是

清淤作业的“打包台”。

“‘太湖之星 2 号’由 16 组高效板框压滤机

组 成 ，通 过 物 理 方 式 压 榨 泥 浆 ，实 现 脱 水 减

容。”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太湖项目常务

副经理张磊介绍，成型的泥饼通过皮带机传送

到驳船上，再运至陆地处理。

进入位于“太湖之星 2 号”的太湖一体化

平台智能控制中心，3 个大型电子屏幕上清晰

显示着 3 艘船的作业场景，日清淤量、淤泥固

化量、余水处理量等数据实时跳动。“智能大

脑”实现对多个设备的远程操控，使“太湖之

星”高度协同、高效运转。

3 艘作业船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每天可

产生固化淤泥 2500 立方米。榨出的余水经

过回收和净化处理，水质指标可达到Ⅲ类水

标准，重返太湖；而压成的泥饼用来填充废弃

矿坑，经过改良后将成为一片高标准苗木栽

植基地。

过去，湖泊清淤需要将底泥运到陆地进

行脱水和无害化处理，不仅占地多、周期长、

运输难，还容易造成流溢风险。“‘太湖之星’

在水上就能完成这些工作，解决了以往湖泊

清淤存在的问题。”“太湖之星”总设计师顾明

介绍。

“太湖之星”将在 60 个月的工期内清淤超

800 万立方米，相当于将整个梅梁湖水域的淤

泥层整体削除 5 厘米，清理淤泥量可填满 4000
多个标准游泳池。

“水光潋滟，鱼儿游弋，白鹭蹁跹，有了‘太

湖之星’这一清淤利器，碧波万顷的太湖就多

了一个‘守护神’。”张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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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个月内将清淤超800万立方米—

“ 太 湖 之 星 ”守 太 湖
本报记者 韩 鑫

暴雨如注，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市张家屯镇乌牛堡子

村，老党员高国光正在巡堤。每逢下雨，他就自觉担任

村里的义务巡堤员，“我打小在河边长大，这河堤哪里有

淤堵、哪里有低洼，一清二楚。”

眼看水位不断上涨，高国光紧急拨通了张家屯镇党

委书记杨瑞的电话：“杨书记，大河的水还有 1 米多就要

漫堤了！”

汛情就是命令。杨瑞迅速召集抢险力量——凌晨

时分，由村镇党员干部、民兵、志愿者等 120 余人组成的

抢险队伍，火速赶到险情现场。

冒着倾盆大雨，借助车辆的远光灯，大家装填砂石、

扛砂石袋，踩着湿滑的泥草地，连夜在险段河堤上筑起

了一道 1.5 米高、50 多米长的防洪堤。雨水、汗水，流在

一起；雨衣、衣服，与身体贴在一起。

天蒙蒙亮，雨势稍减。镇上的爱心小饭馆送来了

200 份热气腾腾的早餐，爱心企业送来了近万个编织

袋，有邻近村的村民将自家租赁公司的 6 台推土机、挖

掘机开上了大堤，还有附近村民开来了大巴车协助转移

群众，来自全市各部门的支援队伍迅速集结，送来砂石

料、抽水泵……乌牛堡子村 600 多米的河堤得到加高加

固，万余名村民的生命财产转危为安。

面对汛情，张家屯镇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带领群

众合力抢险救灾。在后大河泡村，党支部书记张洪芳带

领村干部守在村集体的鱼塘前，自家鱼塘却被冲毁，“能

为大家干点实事，我受点损失不算啥！”叨太堡子村党支

部书记于海丰组织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与村民组成

50 多人的抢险突击队，疏通村屯周边沟渠，清除河道堵

塞杂物。

眼见汛情紧迫，来自新民市各机关单位的 100 余名

年轻党员赶到了张家屯镇政府，“有啥急活累活尽管安

排，我们义不容辞。”

张家屯镇的鲜食玉米，如果在水里泡久了，收成会

受到严重影响。年轻党员组成抢收小队，蹚着没膝的泥

水，有的收割，有的搬运。“他们干起活来都用足了力气，

一点都不敷衍，更没人叫苦喊累。”董家屯村村民傅成竖

起大拇指。100 余亩玉米，不到两天就完成抢收。

汛情稍缓，市水利局运来了水泵机组，昼夜不停地

抢排农田积水；农业农村局专家团走进田间地头，对病

虫害防治、补苗补种等提供帮助；市场监督管理局协调

沟通，为镇上的玉米、酸菜等农产品拓展销路。

“把各方资源力量统筹起来，把党员群众发动起来，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杨

瑞说。

面对汛情，辽宁新民市各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

“有啥急活累活尽管安排，我们义不容辞”
本报记者 刘洪超

本报北京 8月 9日电 （记者李红梅）未来三天，华

北、东北地区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

计，9日夜间至 12日，内蒙古中东部、京津冀、东北地区、

四川盆地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其中，内蒙古中部和东

南部、京津冀地区、东北地区大部以及四川盆地、贵州西

部和南部、广西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9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

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本报北京 8月 9日电 （记者刘温馨）8 月 9 日，国

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

资源等部门进行防汛专题会商，视频调度北京、天津、

河北、山西、内蒙古、四川、陕西、甘肃、宁夏等重点省

份，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

工作。

会商强调，本轮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较长，部分

地区降水具有极端性。当前东北地区个别重点河段

仍超警超保，防汛形势依然严峻。

9 日，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

古、吉林、黑龙江、四川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

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内蒙古协助指导。国家防灾

减灾救灾委员会维持针对湖南的国家二级救灾应急

响应，针对河南、四川的国家三级救灾应急响应以及

针对吉林、陕西的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的救

灾工作组继续在湖南省资兴市开展工作。

本报北京 8月 9日电 （记者王浩）据预报，8 月 9
日至 11 日，内蒙古东部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

局地大暴雨。受其影响，辽河上游西辽河，嫩江下游支

流雅鲁河、绰尔河、洮儿河及霍林河等将出现明显涨水

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9 日 12 时，水

利部针对内蒙古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已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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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8 月 9 日，黑龙江省饶河县大通河边境派出所民警在

加固堤防。 孙文杰摄（人民视觉）

图②：8 月 9 日，国网北京朝阳供电公司翠城供电所工作人

员在雨中进行巡检。 翟 磊摄（人民视觉）

图③：8月 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工作人员抢排

积水。 邵玉姿 张晓峰摄影报道

图④：8月 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执勤交警帮市

民将故障车辆推出积水路段。 张 文 齐 超摄影报道

（上接第一版）

在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河东街道赣江村村委会当了

10 多年会计，胡大仁对这些表格再熟悉不过。过去，他

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填写七八张表格。

2023 年 11 月，青原区落实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要求，试点推行“一表同享”改革。自此，胡大

仁的日常工作有了大变化——

需要填写的表格少了。经评估、合并、删减，全区各

单位需要从基层上报的各类表格总量压缩了近一半。

填报表格更快了。以往领取、填写一张纸质表格，少

说也要用上十几分钟。现在，登录“一表同享”系统，一键

导出信息，稍作填补即可上传至后台，每次填表只需一两

分钟。

数据调取更便捷了。“一表同享”将各部门数据打通

共享，群众办事需要调取数据时，不用在各个系统间反复

切换了，输入关键词，所需数据即刻呈现。

“老胡，出发了！”一阵敲门声传来，胡大仁匆匆走出

了办公室：“这几天，我忙着帮村里验收产业项目，得抓紧

干起来，带动村民一块儿增收。”

推行数字政务，目的是优化流程、提高效能，更好服

务群众。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

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

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深化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在数字赋能上下功夫，建

立完善高效集成的政务平台，扩大数字政务应用场景，用

“算力”解放“人力”。

“张阿姨，我们来找您确认签字。”午后时分，河北省

张家口市第三公证处工作人员马杰和同事敲开了张女士

家的门。

两天前，马杰接到张女士打来的咨询电话。一问，原

来张女士需要办理一项房产继承的公证业务，但由于胳

膊骨折了，不方便前往政务大厅办理。马杰当即决定，为

张女士上门办理业务。

“上午我们上门收取材料，带回办公室录入系统、完

成核验，下午再过来确认签字就办成了。”马杰介绍，如今

经手的公证服务，上门服务的比例占到了两三成。

能够腾出时间把服务送上门，得益于张家口市以

开展“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整治试点工作为契机，通过

信 息 资 源 共 享 交 换 平 台 ，打 通 跨 部 门 、跨 层 级 数 据 通

道，汇聚了 50 余个部门 3300 多个数据资源共 100 多亿

条数据。

“截至目前，我们打造了近百个‘无证明’应用场景，

实现 200 余项材料免提交，用‘部门跑’‘数据跑’代替‘群

众跑’。”张家口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数字政府建设科科

长姚尧介绍。

数据壁垒打通了，治理效能提高了。“以前为了核验

信息，常常是上午跑民政局、下午跑不动产登记中心，如

今，只要在核验系统中输入当事人身份证号，所需信息一

目了然，方便又可靠。”马杰说，“从‘跑部门’到‘跑家门’，

群众满意，我们干着也带劲！”

基层权责理顺了
抓落实能力更强了

为基层减负要明确权责，不能什么事都压给基层，基

层该承担哪些工作，要把职责事项搞清楚。

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锦社区党总支书记穆亭

汐吃过晚饭，匆匆赶往社区，和居民召开一个月一次的院

坝会。“如今，和居民在办公室里见面少了，在社区院坝聚

得多了。”穆亭汐笑着说。

前些年，一枚社区居委会公章，让穆亭汐没少头疼。

“隔三差五就有居民找上门来开证明。”穆亭汐回忆说，无

犯罪证明、无精神病史证明，还有假期学生的社会实践证

明……不少证明，社区其实没能力“证明”。

巴南区聚焦为村（社区）干部减负增效，严格贯彻执

行依法自治事项清单、依法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清单、负面

事项清单、依法出具证明事项清单等“四张清单”制度，能

干什么、该干什么一目了然。

减负不是减责任、减担当，而是通过理顺权责，推动

治理提效。

以社区辖区内的万达商圈市容市貌整治为例，此前

由社区牵头负责，但由于社区没有执法权，只能劝导，长

期以来整治成效甚微。“四张清单”制度实施后，相关区级

部门牵头负责，社区协助治理。

“根据负面事项清单，由我们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共同

努力，各负其责、形成整治合力。这不，如今的商圈环境

焕然一新，大家都舒心。”穆亭汐说。

不仅做好减法，更要善做加法。一段时间以来，各地

区各部门厘清职责事项，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

干部的负担减轻了，群众的获得感更足了。

“叮咚！”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寥廓街道免费就业技

能培训群里，弹出一条消息：“寥廓街道新一期奶茶制作

班正在报名，欢迎大家学起来！”

走进寥廓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就业培训、法律咨询、

心理辅导，各类活动排得满满当当。“利用党群服务中心，

把街道辖区内可以调动的资源统筹到一起，做到群众需

要什么，就有针对性地提供什么服务。”寥廓街道党工委

书记展轼说。

作为麒麟区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寥廓街道将社

会治理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便民服务中心、矛盾纠

纷调处中心、文化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全部整合进入街

道党群服务中心，针对生育、养老、社保、困难救助等民生

服务，推行“一窗办理、集成服务”。

“没想到跑一趟就能把事情都办完！”前段时间，居民

周先生来到寥廓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顺利为二孩办好了

新生儿医保和社保卡。

优化服务，赋能是关键。麒麟区规范服务阵地，拓

宽服务功能，将残疾证办理、老年人福利补贴发放等直

接面向群众、基层能够承接的政务服务事项依法下放

至乡级党群服务中心，推动服务事项集成办理、简单事

项即时办结。

“不再困在办公室里了”“有更多精力扎到群众身

边”“价值感更实在了”……理顺权责、简化流程、轻装

上阵，广大基层干部身上的包袱轻了，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更足了。

（本报记者朱磊、姚雪青、窦瀚洋、王欣悦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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