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纵览 10
2023年3月30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 南炎红 / 美编 冯潇楠 / 校对 王 君 / E-mail：ycwbbjb@126.com

新华社北京3月29
日电（记者 李恒）出生
医学证明（第七版）将于
4 月 1 日起启用。近日
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
到，为保障新版证件和
旧版证件顺利交替，国
家卫生健康委、公安部
联合印发《关于启用出
生医学证明（第七版）的
通知》，明确新版出生医
学证明启用及旧版的清
理销毁等相关要求。

出生医学证明是证
明婴儿出生状态、血亲
关系以及申报国籍、户
籍取得公民身份的法定
医学证明。

2023 年4 月1日起
启用的出生医学证明

（第七版），由国家卫生
健康委统一制发，原统
一制发的出生医学证明

（第六版）签发日期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新
版出生医学证明正页、
副页和存根三联右下方
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表 示 形 式 由“1 位 字
母＋9 位数字”变更为

“1位字母＋9位数字＋
条形码”，相应区域的底
色由绿色改为黄色，其
他文字、格式、色值以及
所有防伪技术均未改动。

通知要求，2023年4月1日起，各地要
及时清理本部门及各级管理机构、签发机
构尚未使用的出生医学证明（第六版），按
废证管理要求予以处理，不得延期使用。
要认真做好旧版证件登记工作，如实记录
证件编号和数量，在证件中标识作废，逐级
报至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集中销毁，并
作好销毁记录。

据了解，为确保新版出生医学证明顺
利启用，各地多家医院已对库存旧版出生
医学证明进行全面清点、收缴，加盖作废标
志，做到老版空白证件“一张不漏，一张不
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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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处置
账号680余万个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副主任牛一兵 28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去年，国家网信
办组织开展13项“清朗”专项行动，清理违
法和不良信息5430余万条，处置账号680
余万个，下架App、小程序2890余款，解散
关闭群组、贴吧26万个，关闭网站7300多
家，有力维护网民合法权益。

•“世界超市”义乌今年已新设外企同
比增长123％ “世界超市”义乌迎来外资
加速涌入。从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了解到，截至3月中旬，义乌今年共新设
外资公司181家，比去年同期增长123％。

•韩国外交部抗议日本教科书歪曲历
史 韩国外交部 28 日召见日本驻韩国大
使馆总括公使熊谷直树，就日本政府审定
通过含有主张独岛（日本称竹岛）主权和淡
化二战期间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内容的
小学教科书表示抗议。

•欧盟2035年起禁售碳排放燃油小
汽车 欧盟理事会28日批准一项法规，决
定从 2035 年起禁售会导致碳排放的新的
燃油轿车和小型客货车。不过在德国要求
下，使用碳中性燃料的新的燃油车有望在
2035年后继续销售。 本栏均据新华社

3月，气温回升，黄河流域多数地区的冬小麦迎来返青期。据水利部统计，黄河流域有
大中型灌区873处，占全国总数的12％。当下，这些灌区春灌进展如何？作为缺水地区的
灌区如何做好春灌用水工作，为夏粮丰收打牢水利基础？连日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黄河大中型灌区春灌见闻黄河大中型灌区春灌见闻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刘诗平

▶3月29日，
香港特区政府消
防处消防及救护
学院学员国情研
习班在广州进行
了中式队列步操
训练。3月28日，
香港特区政府消
防处消防及救护
学院学员国情研
习班在广州正式
开班。此次为国
情研习班第一期，
有42名学员。预
计3期共160名香
港特区政府消防
处新入职消防员
参加研习。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学员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学员
在穗进行中式队列步操训练在穗进行中式队列步操训练

黄河中下游一些灌区通过做好渠系及建筑
物的维修养护、渠道清淤清障，畅通灌溉渠系，防
止跑冒滴漏现象发生。同时，一些灌区正在开展
数字孪生灌区先行先试，通过强化现代信息技术
的应用，实现灌区用水精细化调度，减少管理上
的跑冒滴漏。

记者在山东采访时看到，位山灌区利用数字
孪生灌区体系，实时监测旱情、墒情，同时实现自

动量测、自动传输，提高测量水精度和输配水效
率，为精准调度、供水计划动态调整提供决策支
持，推进节约用水、高效用水。

作为数字孪生建设先行先试灌区，陕西渭南
市东雷抽黄灌区通过对所有干渠实行昼夜网上
监控、闸门远程控制，减少管理上的跑冒滴漏，提
高了渠水的利用效率。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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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普遍缺水，推进农业灌溉节水格外
重要。水利部农水水电司副司长张敦强告诉记
者，黄河流域各省区加强农业用水管理，指导大
中型灌区落实取水许可制度，实行用水总量控制
和灌溉用水定额管理。同时，引导农民改进地面
灌溉方式，划小田块进行畦灌，有条件的地区推
行了管道输水灌溉、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

记者采访了解到，山西省通过实施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一些灌区农户的节水意识有明显增
强，部分农户自发在田间建起小型沉沙池，采用
滴灌、微喷灌等方式灌溉。

运城市夹马口引黄服务中心主任石铁吨告
诉记者，夹马口灌区制定全年提水任务后，逐级
分配至干、支、斗渠，参照用水定额，借助灌区实
行的分类水价经济杠杆，推动了农业用水方式由
粗放向集约节约转变。

陕西省水利厅农水处相关负责人说，陕西水
利部门把“节水优先”摆在灌溉用水工作首位，督
促各灌区持续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让群
众明白用水，放心交费。各灌区优化灌溉制度，
指导农民科学灌溉、节水灌溉，提升灌溉工作精
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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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是黄河下游的产粮大省，位山灌区是
山东省最大灌区，设计灌溉面积540万亩，占聊
城市耕地面积的65％。记者在位山引黄闸现场
看到，引黄闸改建工程正在施工中。

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聊城黄河河务局位山
引黄闸管理所所长李辉告诉记者，为确保施工
期间引黄供水正常开展，聊城黄河河务局加强
与用水单位、部门协调沟通，及时掌握用水需
求，科学引水调度，积极争取引水指标，引导位
山引黄灌区提早引蓄黄河水。同时，协调聊城市
政府建设临时供水泵站，缓解春灌用水高峰期供

水压力。
“通过超前谋划，采取开挖导流明渠、租用抽

水泵站、提前引蓄、轮续灌结合、井渠和多水并用
等措施，最大限度满足春灌用水需求。”位山灌区
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王会忠说，截至目前，通过引
水明渠和临时泵站已累计引水 8000 余万立方
米，为夏粮丰收提供了坚实的水利支撑。

记者了解到，山东省今年有7个市12处引黄
闸改建，当地水利部门均提前组织灌区制定供水
方案，全部建成12处灌区渠首临时供水设施，提
前向下游引水，确保偏远地区春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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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东西跨度大，温度等气候条件差异
明显。记者了解到，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
古等黄河流域上游省区，春灌目前尚未全面展
开。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中下游省份，相较往
年开灌时间有所提前，开灌灌区数量有所增加。

“截至3月26日，大禹渡灌区已提水2152万
立方米，浇灌小麦31万亩，灌区小麦已经浇了一
遍。”山西运城市大禹渡扬水工程服务中心主任
董曾武说，大禹渡灌区所在的运城市芮城县是全
国产粮大县。针对去冬今春有效降雨偏少，大禹
渡灌区从1月29日开灌，较往年提前一周，拉开
了山西省大型灌区春灌序幕。

运城市另两个大型灌区——夹马口灌区和

北赵灌区，分别于 1 月 30 日和 2 月 5 日启动春
灌，目前第一轮春灌供水正在进行中。截至3月
26日，夹马口灌区已提水3975万立方米，累计灌
溉农田57万亩次，均较去年同期提升15％左右；
北赵灌区共提水 2455 万立方米，累计灌溉面积
35万亩次。经过适时灌溉，小麦返青早、拔节快，
长势良好。

“与往年相比，今年河南开灌的灌区数量有
所增加，开灌日期较往年有所提前，春灌以来共
有14处大型、30处中型引黄灌区引水灌溉，累计
引黄水量5.86亿立方米，为粮食生长关键期提供
有效的灌溉水源保障。”河南省水利厅农水处处
长霍继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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