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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记 者
刘诗平）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 14 日表
示，从 7 月 16 日开始，我国进入“七下
八上”防汛关键期（7 月 16 日至 8 月 15
日），水利系统将全面启动防汛关键期
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四预”措施，强
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突出抓
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
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王宝恩当日在水利部举行的“七
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有关情况新闻通
气会上说，从历史资料分析，“七下八
上”期间，全国洪水多发频发，容易发生
流域性洪水。据预测，今年“七下八上”
期间，我国旱涝并发、涝重于旱，暴雨洪

水等极端突发事件趋多、趋广、趋频、趋
强，致灾影响重，形势严峻复杂。

据介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
关键期后，水利系统将全面启动防汛
关键期工作机制，防御意识、机制、
节奏、措施全面与关键期要求相匹
配。实行水利部部长“周会商+局地
暴雨会商+场次洪水会商”机制，部
领导逐日主持会商；水利部相关干部
职工全面进入防汛关键期工作状态；
加密监测预报、风险研判和靶向预
警，强化信息报送、调度指挥、指导
支持各项措施。

今年我国旱涝并发，汛情和旱情
呈现发生“早”、量级“大”、时间“长”、

发展“快”等特点。入汛以来，珠江、
长江、太湖、淮河等流域大江大河大
湖发生了 20 次编号洪水，华北、黄
淮等北方地区发生严重旱情。

“当前，太湖第 2 号洪水、淮河
第 1 号洪水正在发展，长江第 1 号、
第 2 号洪水仍处于演进过程中，湖
南华容县团洲垸险情后续应急处置
还 在 持 续 ，防 御 工 作 须 臾 不 能 放
松。”王宝恩说。

水利部提醒社会公众、各地和
各有关部门，进入“七下八上”意味
着今年防汛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要
紧绷防汛这根弦，做好各项防范应
对准备工作。

应对“七下八上”汛情

水利系统将全面启动防汛关键期工作机制

新华社北京 7 月 13 日电（记 者
刘诗平）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即将
迎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
部近日召开专题会商会议，研判“七
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防汛形势，
针对各大流域不同情况作出防汛重点
安排。

水利部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据
预报，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
国旱涝并发、涝重于旱，暴雨洪水等极
端突发事件趋多、趋广、趋频、趋强，致
灾影响重，长江上游、黄河中下游、淮
河流域沂河和沭河、海河流域漳卫河
和子牙河、松花江、辽河等可能汛情较
重，有 2 个至 3 个台风登陆、接近常年
到偏多，强度偏强，可能有台风北上造
成灾害影响。

长江流域方面，当前长江 1 号洪
水和 2 号洪水仍处于演进过程中。水
利部预计未来一周长江上游还将出现
一次洪水过程，存在多场次洪水衔接
持续和影响叠加风险，防汛形势复杂
严峻。

长江流域继续加强巡堤防守，做

到险情早预测、早发现、早处置、早消
除，确保长江干堤和洞庭湖、鄱阳湖重
要圩堤安全；做好长江上中游水库群
联合调度，精准调度以三峡水库为核
心的干支流控制性水库，最大程度发
挥工程体系的防洪减灾作用；确保水
库安全度汛，加强山洪灾害防御；做好
滁河洪水防御，强化预报、预警、预演、
预案措施，提前做好极端降雨条件下
蓄滞洪区运用准备。

太湖流域方面，加大洪水外排力
度，尽快降低水位，缩短太湖及河网高
水位时间；加强超警河段堤防巡查防
守，出现险情抢早、抢小、抢住；继续做
好东苕溪洪水防御的工程准备，为应
对后续洪水预留空间。此外，提前做
好台风强降雨防范应对准备。

淮河流域方面，调度上游水库拦
洪运用；精准控制洪泽湖水位，为淮河
洪水下泄创造条件；加强大别山区、桐
柏山区山洪灾害防御；确保水库安全
度汛；统筹做好沂沭泗水系洪水东调
南下入海。

海河流域方面，做好漳卫河系上

游水库调度，畅通漳卫河、子牙河南
系河道行洪通道，强化中小水库和
病险水库安全度汛措施，加强山洪
灾害防御。同时，加强堤防巡查防
守，确保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做好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洪水防御。

松花江流域方面，充分发挥丰
满、白山等水库拦蓄洪水作用，加强
山洪灾害防御，加强堤防巡查防守，
确保水库安全度汛。

辽河流域方面，统筹做好水库
防汛和河道水流贯通调度，疏浚畅
通行洪河道，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做
好山洪灾害防御和中小水库、病险
水库安全度汛。

黄河流域方面，做好小浪底等
中游水库群调度，保障下游河道工
程和堤防工程安全，确保中小水库、
病险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

珠江流域方面，抓紧开展前期
洪水防御工作复盘，及时补短板、强
弱项；密切监视和预判台风生成及
发展态势，提前做好台风暴雨洪水
应对准备。

防汛关键期将至

八大流域防汛抗洪“划重点”

聚焦防汛抗旱

7 月 14 日拍摄的燕矶长江大桥主塔施工现场（无人机
照片）。

当日，由湖北交投投资、中铁大桥局承建的燕矶长江大
桥主塔全部封顶。大桥采用双塔单跨设计并一跨过江，主

跨 1860 米。作为鄂州国际物流核心枢纽的综合配套工程，燕
矶长江大桥是鄂东空铁、空陆联运立体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
过江通道，也是推动黄冈、鄂州、黄石三市跨江联动开发，促进
三市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工程。 新华社记者 杜子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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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游客骑马游览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扁都口生态景区油
菜花海。 新华社发（成 林 摄）

7月 14日，游客在湖南省常宁市塔山瑶族乡西江漂流景区漂流。
新华社发（周秀鱼春 摄）

战鼓鸣，旌旗展。巴黎奥运会中国
体育代表团 13 日正式成立，405 名运动
员将参加 30 个大项 42 个分项 236 个小
项的角逐。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中
国体育代表团拿下 38 金 32 银 19 铜，打
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新的奥运征
程就在眼前，强敌环绕，前路挑战重
重。展望巴黎之夏，期待一枚枚来之不
易的金牌，也珍视每一个打动人心的瞬
间，它们都将是中国健儿在塞纳河畔留
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迹。

基本盘稳字当头

从历届奥运会成绩来看，乒乓球、
跳水、射击、举重、羽毛球、体操六大
王牌项目的发挥，决定着中国代表团的
整体表现。

巴黎奥运周期，中国军团的“六大王
牌军”在多项大赛中保持了较高水准。
正因如此，美国尼尔森研究所近期发布
的巴黎奥运会奖牌榜最新预测认为，中
国代表团有可能斩获 36 枚金牌，和预测
获得 37金的美国代表团不相伯仲。

中国乒乓球队有望向包揽五金发起
冲击，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希望队伍“去
拼这 5 个项目，而不要去守”。东京奥运
会上，国乒憾失混双金牌，此番来到巴
黎，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王楚钦志
在收复失地。女队方面，巴黎奥运周期，
孙颖莎成绩亮眼，长期占据世界排名榜
首，巴黎将是她第二次奥运之旅，身兼三
项的她将力争创造佳绩。女单卫冕冠军
陈梦同样剑指金牌。男队有马龙作为

“定海神针”，手握伦敦奥运会男团冠军，
里约和东京奥运会男单、男团冠军，“龙
队”将向自己的第六枚奥运金牌发起冲
击。樊振东目前距大满贯头衔只差一个
奥 运 会 男 单 冠 军 ，他 将 为 圆 梦 奋 力 一
搏。新生代王楚钦目前男单世界排名第
一，他将在巴黎证明自己能否成为新一
代领军者。

中国跳水“梦之队”出战巴黎的阵容
包括五位奥运冠军和五位世锦赛冠军。
曹缘将成为奥运“四朝元老”，全红婵、陈
芋汐、王宗源和谢思埸都是第二次征战
奥运会，陈艺文、昌雅妮、龙道一、杨昊和
练俊杰将在巴黎迎来奥运首秀。中国队
在全部 8 个项目中具备夺金实力，最稳
的就是全红婵和陈芋汐携手出战的女子
单人和双人 10 米台。此前，中国跳水从

未在奥运会上包揽全部项目的金牌，这
一次希望在巴黎实现突破。

和东京奥运会相比，如今的中国游
泳队底气更足，参赛阵容中有张雨霏、叶
诗文、李冰洁、杨浚瑄、汤慕涵和汪顺六
位奥运冠军。中国游泳目前占据三项世
界排名第一，分别是潘展乐的男子 100
米自由泳、汪顺的男子 200 米个人混合
泳和唐钱婷的女子 100 米蛙泳。此外，
中国队还有六人在 6 个项目中进入世界
前五。

中国射击队整体实力在世界上处于
第一梯队。步手枪 10 个小项中国队拿
满参赛席位，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实现
奥运会满额参赛的步手枪队伍。人员方
面，中国射击队经历了一次大换血，东
京奥运会夺金的五人中，本次只有女子
手枪的姜冉馨一人参赛，但队伍整体实
力依然可观，在所有小项上都有冲击金
牌的能力。而最重要的一枚金牌，自然
是首金。巴黎奥运会首金大概率将在气
步枪混合团体项目上产生，该项目是中
国队的强项之一，本次中国队派出盛李
豪／黄雨婷和杜林澍／韩佳予这两对组
合参赛，“双保险”向首金发起冲击。

中国举重队在上届奥运会上勇夺 7
金 1 银，而此次受项目参赛人数限制，派
出满额的 6 人参赛。队中不仅有李发
彬、石智勇、侯志慧、李雯雯四位东京奥
运会冠军坐镇，刘焕华、罗诗芳两位新人
同样令人期待。尤其是 102 公斤级的刘
焕华，肩负着在大级别突破的重任。他
在今年 4 月的举重世界杯上赢得男子
102 公斤级挺举和总成绩两枚金牌，并
刷新这两项世界纪录。

国羽在 5 个单项上均拿到两个奥运
资格，是唯一一支各单项均实现满额参
赛的队伍。巴黎奥运周期，国羽混双、
女双继续保有优势，郑思维／黄雅琼、
陈清晨／贾一凡两对组合长期排名世界
第一，女单形成一定集团优势，男单、
男双也有较大进步。最新一期世界排名
中，国羽有 4 个单项位居头名，但各个
单项也都强手如林，要想登上最高领奖
台并不容易。

中国体操队中，邹敬园和刘洋在东
京奥运会上分别获得男子双杠和吊环金
牌，具备卫冕的实力；肖若腾则是东京
奥运会男子个人全能银牌得主，目前依
然保持着不错的竞技状态。女队方面，
17 岁 小 将 邱 祺 缘 成 为 新 的 领 军 人 物 ，

去年首次参加世锦赛就斩获高低杠项目
冠军。蹦床是中国队的传统强项，朱雪
莹 将 肩 负 夺 金 重 任 。 艺 术 体 操 队 在
2023 年世锦赛上赢得集体项目五圈单
项金牌，首获世界冠军，她们将在巴黎
用“中国风”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
特魅力。

三大球、田径积蓄力量

三大球项目的水平是奥运赛场上衡
量体育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次巴黎
奥运会，中国队的女排、女篮和三人篮球
男、女队拿到资格，任务各不相同，挑战
同样艰巨。

经历了波折和低谷的中国女排将以
冲击者的姿态出征巴黎奥运会。在蔡斌
接 手 球 队 之 后 ，中 国 女 排 既 创 造 过 在
2023 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中勇夺亚
军的惊喜，也经历过在家门口举行的奥
运预选赛中沉沙折戟的挫折。朱婷、张
常宁等老将回归之后，中国队在今年世
界女排联赛中通过世界排名拿到了奥运
资格，但状态起伏较大。作为一支金牌
之师，中国女排始终承受着争创佳绩的
期待。对于眼下这支中国女排而言，首
要目标应当是凝心聚力，让每名球员和
整个队伍的水平发挥到极致，展现出团
结一致、顽强拼搏的精神状态。如果能
做到这一点，结果自然不会太差。

中国女篮在巴黎奥运会上的签位不
错，小组赛避开了卫冕冠军美国队和东
道主法国队，真正的考验将从淘汰赛开
始。即便如此，在阵容不齐整的情况下，
中国女篮在奥运会前的热身赛中仍安排
了多场与强队过招的比赛，以适应国际
比赛强度。从成绩上看，中国女篮近期
状态令人忧心，海外拉练六战仅一胜，遭
遇过五连败，尤其是两场大比分负于澳
大利亚队。不过随着李梦、李月汝两位
关键球员的回归，中国女篮仍有一搏奥
运奖牌的实力。

三人篮球方面，中国男队更现实的
目标是在 8 支球队的单循环赛中争取前
六名，晋级下一阶段比赛；女队有望争夺
奖牌，作为上赛季国际篮联三人篮球女
子系列赛“最有价值运动员”，王丽丽伤
愈复出后的状态决定着球队的前景。

中国田径队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 2
金 2 银 2 铜的佳绩，在走跑跳投四大项群
中都收获了奖牌，但目前队伍处于“换血

期”，近一年来在国际赛事中表现并不理
想。中国队在女子投掷和竞走项目中具
有冲击金牌的希望，即将第五次征战奥
运赛场的老将巩立姣志在卫冕女子铅
球，虽然本赛季截至目前她的最好成绩
尚未突破 20 米，但冬训期间她重新携手
德国老帅克拉克，效果不错。女子铁饼
选手冯彬近两个赛季整体状态稳定，去
年世锦赛收获铜牌。中国竞走近年来在
国际赛场上的统治地位已不复存在，但
刘虹、杨家玉、马振霞等名将在女子 20
公里竞走项目上仍具备集团优势。今年
奥运会新设置的马拉松竞走男女混合接
力 项 目 中 ，中 国 队 已 拿 满 两 个 参 赛 名
额，同样具备冲击金牌的可能。

新兴项目或有惊喜

今年 5 月进行的巴黎奥运会资格系
列赛上海站，让滑板、攀岩、霹雳舞、自由
式小轮车这些潮流项目在中国收获了更
多关注，中国队也通过上海站和此后的
布达佩斯站比赛，将 12 个奥运资格收入
囊中。

滑板项目可谓年轻人的天下，十来
岁的孩子登上世界最高领奖台也不鲜
见。中国代表团此番年龄最小的选手郑
好好就是滑板运动员。将在巴黎奥运会
闭幕式当天度过 12 岁生日的她将参加
女子碗池项目的比拼。女子街式项目则
收获满额资格，有崔宸曦、曾文蕙、朱沅
铃三人入围。曾在这个周期多次晋级世
界大赛决赛的崔宸曦有望冲击奖牌。

攀岩项目中，中国队在奥运资格赛
阶段厚积薄发，拿到 7 个席位，在所有参
赛队中仅次于美国队，距离满额仅差一
席。其中中国队有望在速度项目中向奖
牌发起冲击。不过，速度攀岩赛场以不
确定性强著称，岩壁上的“百米大战”鹿
死谁手，不到最后一刻难有定数。

中国霹雳舞队将迎来奥运首秀，小
将刘清漪在备战周期异军突起，在 2023
年亚运会夺得女子组冠军后便获得直通
奥运的资格。19 岁的亓祥宇与 31 岁老
将曾莹莹则在奥运资格赛中又为中国队
拿到男子和女子各一张奥运门票。

新兴项目的中国小将们，为国争光
不只是在领奖台上，他们在赛场内外展
现出来的阳光、幽默、时尚……也将让
世界看到中国新生代的自信和活力。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稳中求进 奋战巴黎
—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前瞻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青岛 7月 14日电（记者 张
武岳）上合国际绿色农产品博览交易中
心首期项目 14 日在山东青岛胶州市开
园。这一项目将借助上合示范区优势，
以实体园区为支撑，构建集商品交易、展
示营销、仓储物流、科技研发等为一体的
农产品产业生态体系，打造国家级香辛
料市场。

据介绍，上合国际绿色农产品博览
交易中心项目位于胶州市胶莱街道，共
分三期建设。首期总占地 240 亩，包括
线上交易区、线下交易市场、冷链仓储
区、综合配套区等 4 个功能区。二期主

要建设芝麻、胡椒、八角等品类的香料
交易中心，以及香辛料商业步行街、冷
链仓储、种子、农机研发中心，进出口
检测服务中心等。三期将建设冷库仓储
设施及共享加工工厂、研发深加工总部
基地等。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依托“互联网+
平台”运作模式，建立起农产品产业互联
网平台、香辛料大数据平台和产品存量
动态监管数据库，实时监测、分析和发布
香辛料相关信息，为生产经营者提供全
面、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

胶州市辣椒产业协会会长王勇说，

交易中心为相关行业提供了一个信息沟
通、合作共赢的平台，可促进企业“抱团”
发展。据统计，胶州市现有辣椒加工企
业 365 家，涵盖了青岛辣椒产业各环节
大多数企业及从业人员，是全国领先的
辣椒加工出口集散地。

“建设上合国际绿色农产品博览交
易中心项目，是推动农业产业升级、提升
农产品交易水平的有力举措。”胶莱街道
党工委书记刘井哲说，他们将充分发挥
辣椒特色产业优势，通过上合国际绿色
农产品博览交易中心平台，强化胶州辣
椒产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上合国际绿色农产品博览交易中心首期项目开园

7月 14日，游客在山东滕州微山湖红荷湿地景区赏花游玩。
新华社发（李志军 摄）

盛夏时节，多地迎来旅游高峰期，游客纷至沓来，享受休闲度假的
美好时光。

暑期旅游升温暑期旅游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