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寿：助农抗旱“及时电”解果园之渴
今年7月开始，持续高温少雨天

气，给农作物生长带来巨大影响。
为确保农业生产和农民用电，国网
长寿供电公司组建助农党员服务
队，活跃在田间地头，及时为农民灌
溉用电排忧解难，真情服务让百姓
连连点赞。

长寿湖镇作为血橙主产区，血橙
的产量可达5.786万吨。血橙也是带
动当地农民致富增收的主要产业之
一，眼下正是血橙果实的膨大期，为让

果园里的果树“喝上水”，当地正想尽
一切办法找水、调水、引水，保供水。

8月25日，在长寿湖镇响塘村村
民委员会，国网长寿供电公司双龙供
电所的电力工作人员正在对新架设的
一台配电变压器进行调试。随着水表
的快速转动，水泵正常运行，龙溪河的
水源源不断地涌向水库。看着汩汩清
水从喷灌流入干涸的果园，响塘村村
民委员会主任王九荣紧紧握住电力工
人的手，连声道谢：“供电公司办事效

率真高，火速就给我们走完了流程，解
了我们抗旱的困难。非常感谢你们，
为你们点赞！”

据了解，响塘村村民委员会由于
提灌站未修复，缺乏抽水设备，2000
亩血橙树无法得到及时灌溉，果树濒
临枯死。国网长寿供电公司在接到
求援信息后，迅速上门了解当地果农
安装抗旱表计抽水用电需求，并开辟
绿色安装通道，简化安装手续和流
程，一次性限时办结装表接电业务。

仅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5根电杆的
安装，架设了500米线路，将50千伏
安变压器更换成 200 千伏安变压
器。送电成功后，提灌站每天可从龙
溪河抽水，以满足该镇农田、果园“喝
饱水”。

国网长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胡宗
军介绍：“今年的连晴高温，使得供区
内抗旱形势异常严峻，为此我们做了
大量有针对性的专题调研工作。首先
是根据抗旱的要求，对涉及到抗旱线

路、变压器等进行专门的一对一维护，
涉及50多处供电线路及设施设备，并
投资了200多万元进行既有线路的升
级改造。第二是加快内部的用电报装
审批流程，急群众所急，把用户用电需
求尽快落实到位。确保群众抗旱用电
得到保障。”

同时，国网长寿供电公司积极做
好农排线路设备的更换、消缺和维护
工作，集中力量帮助农户解决抗旱用
电难题，做到哪里需要抽水灌溉，哪里

就有可靠电源，全力保障群众抽水用
电需求。

在日常工作中，国网长寿供电
公司坚持电网建设与维护检修一起
抓，日常管理与应急管理一起抓，做
到不因电网设备卡口对用户限电，
不因供电问题影响抗旱，并严格落
实建立联系沟通机制，跟踪服务抗
旱保电；优化电网管理，确保电网可
靠运行；开通“绿色通道”，优化服务
举措三项措施。 刘科研 刘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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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芸 见习记者 罗婧颖

8月25日，黔江区中塘镇胜利村。
下午 3 点过，正是日头最毒的时

候。地面热气蒸腾，草木耷拉着叶片，山
间几乎看不见人。三辆皮卡车列队沿着
盘山村道急急攀爬，来到离场镇车程近1
小时的胜利村一社。

听到车辆引擎声，在阴凉处歇息的
村民叶秀生赶紧拎起家里的塑料桶，高
兴地喊：“水来了！”

这个月中旬，范家坡周边的几口井眼
看就要见底。81岁的叶秀生焦灼不安。

还好镇上、村里纷纷组织送水“解
渴”。此外，黔江区会姐志愿服务中心中
塘镇社工站志愿者也加入队伍，为这个

土家族村寨送水。领头的，是被大家叫
做“铁脚板会姐”的杨建会。

车在公路边停稳，戴着草帽的杨建
会，与其他几名志愿者跳下车。烈日下，
皮卡车厢烫手，水泥路面烫脚。

杨建会麻利地取下缠在水桶边上的
胶布，拧开固定水桶的螺丝，揭下桶盖，
为老人分装水。

原来，车上的大水桶并非送水专用
桶，密封效果不大好。村道陡窄，细心的
杨建会和伙伴们送水前都要想方设法将
水桶固定、密封好，尽可能让每一滴水流
进农户水缸。

叶秀生和老伴各提了一桶水，杨建
会也猛地拎起一桶约15公斤重的水，往
百米外老人住的院子走。一边走，一边

安抚老人：“莫急，水不够就打电话，我们
很快还要来！”

送完水回到车上，她感到自己的脚
又开始火辣辣地疼。驾车的志愿者杨国
平看到她皱眉，关切地问：“会姐，脚又疼
痛了吗？”

今年6月，杨建会因脚部皮肤溃烂刚
做完手术，出院时医生叮嘱“至少休息三
个月。”大旱却让她“待不住”。忙着送水
时，杨建会常拆掉包脚的白纱布，方便拎
着水桶走路，但这一来伤口就出问题了。

在为老人叶秀林送水时，皮卡车需拐
过两道急陡弯，倒车、调整车头后方能通
过。离合都踩出烧糊味了，皮卡车却“喘
着粗气”爬不动。杨建会和大家一起跳下
来推车。

在村民叶秀文家门口，一只大黄狗
小跑出来，亲热地冲杨建会摇尾巴。十
多天前，它还对第一次上门送水的人狂
吠不止。

“大热天还来送水，快来歇一下！”78
岁的叶秀文搬来椅子，又从冰箱里取出
自家种的西瓜、李子请大家品尝。

会姐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大多是
兼职。在上午、中午完成自身的本职工
作外，他们会利用下午和晚上的时间为
村民送水。送水结束时，往往已是晚上
八九点。

十多天来，会姐志愿服务中心已有
30余人参与志愿活动，为村民送水十余
次，解决了当地30余户空巢老人家庭的
人畜饮水问题。

受伤了还是“铁脚板”“会姐”送水跑得快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记者 魏玉坤）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
数据，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8%，
保持较快增长；利润同比下降1.1%，上半年为增长1%。

统计数据显示，前7个月，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16个行业利润
同比增长，占39%，与上半年持平，其中14个行业利润增长5%以上。

装备制造业利润持续恢复，汽车行业利润回升较快。受益于产业
链供应链持续恢复、减免车辆购置税政策提振消费需求等有利因素，前
7个月，装备制造业利润降幅较上半年收窄2.1个百分点。7月份，装备
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6.8%，增速较6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连续3个
月回升。

采矿业继续支撑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电力行业利润改善明显。随着
迎峰度夏能源保供持续发力，煤炭原油产量及发电量实现较快增长，并
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加。前7个月，采矿业利润同比增长1.05倍；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降幅较上半年收窄5.6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表示，多因素致原材料行业利润
降幅扩大。前7个月，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下降21.6%，降幅较上半年
扩大7.6个百分点。分行业看，受房地产市场下行、钢铁行业需求不足、
成本压力较大等因素影响，钢铁行业利润同比下降80.8%，降幅较上半
年扩大12.1个百分点；受成品油价格下调、高价原油库存尚未消化等因
素影响，石油加工行业利润下降44%，降幅扩大11.6个百分点。

“总体看，工业企业效益延续恢复态势，但受多种因素影响，企业利
润小幅下降，成本水平仍然较高，部分行业市场需求不足凸显，经营压
力有所增加，加之国内外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工业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仍
需付出艰苦努力。”朱虹说，下阶段，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助企纾困力度，为工
业企业效益继续恢复创造有利条件。

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营收较快增长

□新华社记者 胡喆 宋晨

近日，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
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随后科技部又公布了
《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打出以场景创
新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组合拳”。该系列文件出台的背景是什
么？哪些场景将是重点鼓励发展的典型场景？新华社记者采访了负责
文件起草的相关部门负责人。

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所所长赵志耘介绍，此次印发的指导意见，旨在统筹推进人工智能场
景创新，着力解决人工智能重大应用和产业化问题。

指导意见提出，以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
动场景资源开放、提升场景创新能力为方向，强化主体培育、加大应用
示范、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场景生态，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攻关、产品开发
和产业培育，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新模式新路径，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技部战略规划司副司长邢怀滨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进
入新阶段，需要适应新阶段新特征的创新政策。借助场景创新和需求
牵引，将与技术研发形成双向互促的良性循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
成为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有效模式。

此次印发的指导意见提出“企业主导、创新引领、开放融合、协同治理”
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场景创新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升级、产业增长的新路
径，场景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上水平”的主要发展
目标，将围绕“高端高效智能经济培育、安全便捷智能社会建设、高水平科
研活动、国家重大活动和重大工程”等打造重大场景。

“人工智能是赋能技术，必须与应用场景结合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优势也在于丰富的应用场景，特别是实体经济智
能化升级，提供了丰富的场景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任
爱光说。

指导意见提出，在交通治理领域探索交通大脑、智慧道路、智慧停
车、自动驾驶出行、智慧港口、智慧航道等场景。

“以应用为驱动，打造面向出行和运输服务实际需求的重大场景，
可以更好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交通运
输部科技司司长岑晏青说。

在农业领域，指导意见提出优先探索农机卫星导航自动驾驶作业、
农业地理信息引擎、网约农机、橡胶树割胶、智能农场、产业链数字化管
理、无人机植保、农业生产物联监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等智能场景。

“这对提高农技装备和信息化水平，健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提高生产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张振华
说。

安全便捷智能的社会服务事关百姓民生。指导意见提出，医疗领
域积极探索医疗影像智能辅助诊断、临床诊疗辅助决策支持、医用机器
人、互联网医院、智能医疗设备管理、智慧医院、智能公共卫生服务等场
景。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刘登峰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将
认真落实指导意见各项措施，推动人工智能卫生健康领域场景创新，促
进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不断丰富卫生健康服务手段。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以场景创新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科技部等部门系列文件看点解读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 记
者 崔曜）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久旱的重
庆近期将迎来降雨，但千万不能忽视旱
后可能有大汛。8月26日，市水利局召
开水旱灾害防御调度会议，部署当前水
旱灾害防御工作。

我市发布第11个高温红色预警

8月27日，市气象台发布本轮高温
天气最后一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也是
今年第11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预计8月28日，中心城区以及潼南
区、合川区、大足区等地海拔400米以下
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达40℃以上，城口县、
巫溪县等地低海拔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达
37℃以上。

预计29日白天，我市东北部及西北
部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
区多云到晴，夜间我市东北部中雨到大

雨，局部地区暴雨，其余地区阵雨或分散
阵雨，气温19-39℃;中心城区多云转阵
雨，气温26-37℃。

嘉陵江、渠江可能出现过境洪水

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预计2022
年秋季（9—11月），我市降水总体以正
常偏少为主，长江以北降水正常略偏多，
长江以南降水正常略偏少。

9月华西秋雨来得早、来得猛，长江
以北地区发生暴雨洪水的可能性较大，
城口任河、开州南河、渝北御临河、云阳
汤溪河等涨水风险较高，嘉陵江、渠江可
能会出现过境洪水。

据市气象局预测，8月30—31日、9
月8—9日、9月14—15日有明显降雨过
程，受此影响，巫山、巫溪、城口等东北部
部分区县土壤缺墒可得到一定改善，但
中西部及东南部土壤缺墒现象仍将持

续。加之嘉陵江流域上游四川地区普降
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站点达大暴
雨，过境洪水发生的概率也较大。

千万不要忽视旱后可能有大汛

“千万不要忽视旱后可能有大汛。”
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旱涝急转是
指在前期无降水或降水偏少，且已出现
旱情的情况下，紧接着在短期内发生高
强度降水并形成洪涝的气象水文事件。

由于自然状态转换急剧，时间短、雨
强大，极易引发山洪暴发、河水陡涨，客
水入侵、难以外排等情况，给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风险。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接
下来，我市将对山洪隐患、水库隐患、群
众涉水活动区域、在建水利工程以及库
区高切坡进行全面排查。

山洪隐患排查针对全市现存的

3432个山洪危险区和260个防洪薄弱环
节风险点，主要排查村居应急能力；对已
销号的626个山洪危险区，重点排查经
过此轮干旱后是否有新的隐患存在；水
库隐患排查特别要注意土石坝水库和已
经干涸低于死水位的水库，在高温暴晒
下是否出现了坝坡干裂、渗水滑坡、溢洪
道库岸崩塌等隐患。

我市还将对在建水利工程和2507
处库区高切坡进行排查，重点关注高切
坡排水系统是否畅通、裂缝是否及时封
闭、是否存在异常变形等。

此外，我市将督促基层政府健全完
善群测群防体系和值班值守工作部署,
确保第一时间全覆盖向基层预警巡查责
任人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发生灾害
时“应转必转、应转早转”的撤离要求，对
老弱病残、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一对一
落实专人负责帮扶避险。

宁可十防九空 不可失防万一

重庆积极部署防御旱涝急转

本报讯 （记者 苏畅）8月27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永川区获悉，为持续抓
好农业生产抗旱减灾，该区农业农村委
已成立6个由农业技术人员组成的抗旱
减灾工作组，通过“领导包片包镇街+技
术人员包村社（大户）”方式，围绕粮油、
蔬菜、茶叶、果树等产业，对种养业主和

生产基地实行“一对一”帮扶指导。
据了解，连日来永川区先后派出人

员2200多人次，督促80余条抗旱救灾
措施落实落地，指导农户通过喷施叶面

阻控剂、秸秆还田覆盖、节水滴灌、遮阳
覆盖保墒等科学抗灾救灾，最大限度减
少干旱带来的损失。

永川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该区将安排296万元产油大
县奖励资金投入秋冬生产，扩大冬油菜
种植面积到17.5万亩，计划推广水稻-油
菜水旱轮作示范5000亩，推广油蔬两用
示范5000亩；提前做好油菜播种前准备
工作，加大秋冬种生产农资市场价格和
供需监测，确保秋冬种生产稳定。

永川 农技工作组“一对一”指导抗旱

本报讯 （记者 苏畅）今年7月以
来，持续高温天气造成开州多地粮食作
物受灾。8月27日，记者从开州区农业
农村委获悉，当地通过增蓄再生稻、大面
积增补种晚秋作物等多项措施弥补灾害
损失，确保全年58.38万吨粮食生产目标
任务完成。

据悉，为抢收秋粮，开州区加强农机

装备和社会化服务队伍调配，每日出动
水稻收割机械700余台，组织操作机手
1200余人，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同时，
紧急拨付再生稻抽水抗旱补助资金15
万元，采购促芽肥150吨，给予农户每亩

80元的蓄留补贴，力争蓄留面积达10万
亩。

大春损失晚秋补。“我们依据旱灾损
失的产量，结合晚秋生产习惯，科学制定
增补种计划。”该区农业农村委相关人士

告诉记者，开州将以种粮大户为龙头安
排增补种晚秋粮食作物8.5万亩、预计增
产1.62万吨，可弥补1.46万吨秋粮旱灾
损失。

当地还积极推动撂荒耕地复耕，同
时向各乡镇（街道）下达4.5万亩冬油菜
扩种计划，预计全年油菜种植面积可达
到23.5万亩。

开州 确保全年粮食产量达58万吨

8月27日，梁平区星桥镇两路村，10
万亩级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稻渔工程”
示范田，农机手正冒着高温收割水稻。

近年来，梁平区在星桥镇积极推进
10万亩级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把一
块块“望天田”改造成高产田。今年这
10万亩水稻长势良好，普遍实现高产目
标。

特约摄影 刘辉/视觉重庆

高温下抢收
梁平高标准农田

水稻产量高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8月26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自主研制的升力式亚轨道运载器重复
使用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这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6日的消息。据悉，飞行试
验采用的运载器，经健康检测维护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再次点火垂
直起飞，按照设定程序完成亚轨道飞行，平稳水平着陆于阿拉善右旗机
场，成功实现我国亚轨道运载器的首次重复使用飞行。本次飞行试验
的圆满成功，有力推动了我国航天运输技术由一次性使用向重复使用
的跨越式发展。

我国亚轨道运载器
重复使用飞行试验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