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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 周圆） 全国即将进入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记者 15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经
多方会商研究，未来几天，我国防汛战线由南向北延伸，防
汛形势依然严峻。国家防总当日针对河南省启动防汛四级应
急响应。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15 日组织气象、水利、
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进行防汛专题联合会商，视
频调度四川、河南、山东等 14 省份，分析研判近期雨情汛
情灾情，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根据会商结果，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北抬，主雨
带逐步移动至四川盆地到黄淮一带，甘肃陇南、陕西汉中等
地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长江干流中游部分江段止落回涨，
湖南华容县团洲垸排涝工作任务仍很繁重。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北方地区要全面进入应急
状态，充分做好应对极端强降雨的各项准备；南方地区要持
之以恒继续强化巡查防守。相关省份要加强滚动会商研判，
聚焦流域性洪水和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山洪地质
灾害、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强化防范应对。要始终把落实预
警“叫应”机制和转移避险工作挺在前面，切实做好转移安
置群众管理。

此外，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湖南的防汛三级应
急响应和针对江苏、江西、湖北、重庆、四川的防汛四级应
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 2 个工作组、4 个专家
组及 1 个城市防洪排涝联合工作组继续在重点省份协助指导
相关工作。应急管理部组织国家减灾中心持续对华容县团洲
垸、淮河流域等重点区域开展遥感监测。

我国防汛战线
将由南向北延伸

2014年7月17日，在巴西利亚举行的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
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
体的倡议，得到拉美国家广泛积极响应。
10年间，从愿景到行动，从蓝图到现实，同
属“全球南方”成员的中国与拉美，坚定维
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全球治理
积极贡献力量，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
民的新时代中拉关系不断奏响璀璨乐章。

中国与拉美携手同行，始终做全球治
理的建设力量。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拉
美和加勒比国家追求自主发展，主张维护
和平、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反对阵营对抗、
脱钩断链、霸权霸凌，为推动平等有序的世
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贡献力
量。中拉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就共同关

心的国际和地区事务加强对话，在重大全
球性议题上保持良好沟通配合，为推动构
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和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
出“中拉声音”。在国际热点问题上，拉美
国家同中国一道坚定倡导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今年5月，中国和巴西共同发表《中国、
巴西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共识》，强
调对话谈判是化解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
各方共同努力推动局势缓和降温，代表了
国际社会对于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普遍关切和真诚意愿。

中国与拉美携手同行，始终做合作发
展的促进力量。10年来，中拉以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携手共同发展。目前，中国已与22
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
路”谅解备忘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3年9月，中国已在拉美地区累计实施
200余个基建项目，承建了几千公里道路、

铁路、轻轨，100 多所学校、医院、体育场
馆，近百座桥梁、隧道，数十个机场、港口，
为当地提供近百万个就业岗位。中国与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建的凤凰工业园今
年1月正式开园，是目前特多乃至加勒比
地区最现代化的工业园。中企在秘鲁承
建的钱凯港项目也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中，
建成后将成为拉美地区新的枢纽港和太
平洋门户港。中国还是拉美第二大贸易
伙伴并与拉美5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从
基础设施建设，到进出口贸易，再到数字
经济、清洁能源、航天探索等新兴领域，中
拉正加速引领双方合作朝着附加值更高、
科技含量更足的方向升级。

中国与拉美携手同行，始终做文明互
鉴的积极力量。中拉都有着博大精深的古
老文明，在互学互鉴中共同进步，成为推动
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
力。深圳-墨西哥城“最长直飞国际客运航
线”的开通，北京-马德里-圣保罗、北京-

马德里-哈瓦那、北京-蒂华纳-墨西哥城
航线通航，为中拉“跨半球”交往架起新桥
梁，让通过旅游、留学和工作等亲身体验深
化彼此了解的途径更加顺畅。在洪都拉斯
科潘遗址，中洪联合考古人员自2015年就
开始合作探索通往玛雅文明的“时空隧
道”。截至今年4月，拉美有47所孔子学院
和6所孔子课堂。“中拉文化交流年”“中拉
文明对话论坛”“拉美文化节”“拉美电影
展”等品牌活动丰富多彩，双方影视、美食、
音乐、舞蹈等文化内容日益走近对方民众，
不断加深相互理解。

唯有益天下，方可惠本国。当前，中国
正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此
同时，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也在努力实现联
合自强。双方将在现有牢固基础上加强合
作，共同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贡献新的力量。

（参与记者：闫亮 吴昊）
（新华社墨西哥城7月15日电）

十载同行，中拉为世界发展注入“南方力量”
新华社记者 赵凯 席玥 缪培源

我国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7月16日至8月15日），这是每年防汛形
势最为严峻的时期。这期间，防汛抗洪重
点关注哪些风险？哪些河流可能发生超警
洪水？如何有针对性地做好防御？

14日，水利部举行“七下八上”防汛关
键期有关情况新闻通气会，对上述问题进
行了解答。

防汛关键期
重点关注四大风险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
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总体上洪水多
发、频发、重发，致灾性强。

根据防汛关键期汛情预测，重点关注
四大风险：七大江河流域都有可能发生洪
水，洪水防御可能面临多线防汛，防御任务
十分繁重；局地暴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洪
水、山洪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难度
大；中小水库、病险水库、淤地坝点多量大，
抗御洪水的能力较低，安全度汛压力大；今
年水利工程项目多，部分项目需要跨汛期
施工，在建工程安全度汛风险高。

姚文广表示，水利部将有针对性地做
好防御措施。坚持预防为主，前瞻、及时、
准确做好汛情监测预报预警、会商研判、调

度指挥；坚持以流域为单元，所有具备防汛
能力、担负防汛任务的水工程全部进入防
汛状态，实现流域控制性水工程统一联合
调度，充分发挥整体效果；加强堤防巡查防
守，特别要加强超警超保河段和薄弱堤段、
险工险段、堤防背水侧坑塘等地方的巡查
防守，尤其重视夜间巡查防守。

同时，强化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切
实完善县、乡、村、组、户5级责任制和“叫
应”机制；严格落实水库安全度汛责任，在
建工程全部落实安全度汛措施，高度重视
城市防洪内涝问题；高度重视危险区群众
转移避险，一旦出现险情或危险预兆，果断
转移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七下八上”期间
七大流域都可能发生洪水

水利部信息中心副主任钱峰说，今年
入汛以来，全国降雨的阶段性明显，过程
多、强度大；主要江河洪水早发、多发、并
发，4月珠江流域发生6次编号洪水、较常
年偏早2个月，全国大江大河已发生20次
编号洪水；中小河流超警数量多、洪水涨势
猛，全国24省份共有786条河流发生超警
以上洪水，是常年同期的2.2倍。

旱情方面，云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冬

春连旱持续时间达6个多月；6月以来，河
南、山西、山东、安徽、陕西、河北、江苏、甘
肃等地旱情一度发展迅速。

钱峰说，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
国旱涝并发、涝重于旱，可能有台风北上，
暴雨洪水等极端突发事件趋多、趋广、趋
频、趋强，致灾影响重。

汛情方面，长江上游可能发生较大洪
水，上游支流嘉陵江、中游支流汉江可能发
生超警洪水；黄河中下游可能发生较大洪
水，支流渭河、汾河、伊洛河、沁河、大汶河
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淮河流域沂河、沭河可
能发生较大洪水，淮河干流可能发生超警
洪水；海河流域漳卫河、子牙河可能发生较
大洪水，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
发生超警洪水；珠江流域西江可能发生超
警洪水；松花江、辽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嫩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可能发生超警洪
水；太湖、钱塘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旱情方面，预计广东东北部、福建大
部、浙江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大部、内蒙古
中部、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新
疆北部等地可能发生干旱。

加强水工程调度
积极迎战长江洪水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吴道喜
说，在应对长江2024年第1号洪水过程中，
长江委联合调度控制性水库群累计拦洪约
165 亿立方米，大大减轻了湖北、湖南、江
西、安徽沿江沿湖的防洪压力。7月11日
18时，2号洪水在长江上游形成，长江委优
化调控三峡水库下泄流量，三峡水库对洪水
的削峰率达32%，避免长江中下游宜昌至武
汉约700公里河段超警戒水位。

“根据预报，三峡水库 7 月 15 日将再
迎来一次洪峰流量 45000 立方米每秒量
级的洪水过程，三峡水库库区防洪安全存
在较大风险。”吴道喜说，长江委将通过联
合调度金沙江梯级水库、大渡河瀑布沟水
库、嘉陵江亭子口水库等上游干支流水库
群，预计可减小三峡水库入库洪峰流量
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降低三峡水库最高
调洪水位2米左右。

吴道喜表示，根据最新预报，未来 10
天长江上游仍有连续性强降雨过程，强度
以大到暴雨为主。为应对长江上游后续可
能发生的大洪水，保障荆江河段防洪安全，
长江委计划抓住7月中下旬有限的强降雨
间歇期，加快降低三峡水库水位，让三峡水
库腾出足够的防洪库容，做好迎战“七下八
上”防汛关键期可能出现的大洪水的准
备。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防汛关键期关注哪些风险？哪些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谈“七下八上”期间防汛抗洪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聚焦防汛抗洪

中俄“海上联合-2024”联合演习 15
日进入海上演练阶段。中俄海上舰艇编队
从广东湛江某军港解缆起锚，驶往预定海
域开展联合搜救、联合防空反导等多课目
演练。

7月15日拍摄的中方海上舰艇编队指挥
舰、导弹驱逐舰南宁舰。

新华社发（王健 摄）

中俄“海上联合-
2024”联合演习进
入海上演练阶段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记者 潘
洁 韩佳诺） 国家统计局 15 日发布数
据，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16836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5.0%。国民经济延续恢复向好
态势，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放在全
球坐标中观察，我国经济表现依然较好，
一季度 GDP 增速快于美国、欧元区、日
本等，结合二季度国内外形势，预计上半
年我国经济增速仍将保持领先，仍是世界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力量。

分季度看，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5.3%，二季度增长 4.7%。从环比看，二

季度GDP增长0.7%。
“从短期来看，二季度经济增速回落有

极端天气、雨涝灾害多发等短期因素的影
响，也反映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有
所增多，特别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比
较突出，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等。但从基本
面看、从中长期看，经济稳定运行、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没有
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说。

夏粮再获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
服务业继续恢复。上半年，农业 （种植
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4.0%。全国夏粮总
产量 14978 万吨，比上年增加 363 万吨，
增长2.5%。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6.0%。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
市场销售保持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规

模扩大。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5969 亿元，同比增长 3.7%。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245391 亿元，同
比增长3.9%；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5%。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持续
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211688
亿元，同比增长6.1%。一般贸易进出口增
长5.2%，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5.0%。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就业形势总
体稳定。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 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

格后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7%。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比一季度下降
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
点。

居民收入继续增长。上半年，全国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33元，同比名义增
长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展望下
半年，外部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
国内困难挑战依然不少。要全面贯彻落实
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度重视、
积极应对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困难挑
战，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5.0%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 潘洁 韩佳诺） 国家统
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235969亿元，同比增长3.7%。其中，商品零售额209726亿
元，增长3.2%；餐饮收入26243亿元，增长7.9%。消费市场规
模持续扩大。

乡村市场销售快于城镇。上半年，城镇和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分别为204559亿元、3141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6%、4.5%，
乡村市场销售增速快于城镇0.9个百分点。县乡消费潜力有效释
放，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提升，
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

随着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电商新模式的快速发展，网络零
售占比持续提高。上半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8.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5.3%，比一季度提高
2.0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占比持续提升。线下新业态较快增长。
上半年，即时消费需求较为集中的便利店零售额同比增长
5.8%，比1至5月份加快0.9个百分点；品质服务好、消费体验
佳的仓储会员店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

随着居民更加注重生活品质、绿色环保意识增强，以运动健
身产品、绿色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升级类商品成为
消费新增长点。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通讯器
材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1.2%、11.3%；高能效等级家电、智
能家电销售实现较快增长。

服务零售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7.5%，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4.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司长于建勋表示，尽管消费市场
总体保持增长态势，但要看到，消费市场恢复基础仍需巩固，居
民消费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部分大宗消费波动不稳。下阶段，
要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释放消费潜能，着力增强居民消费能
力，不断培育壮大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消费市场持续扩大，进一
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 潘洁 韩佳诺）国家统计
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349646亿元，
同比增长4.6%。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6.7%，比
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更加突
出，服务业发展稳中有进。

现代服务业增长较快。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9%和9.8%，合
计拉动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7个百分点，为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
端延伸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服务业新兴领域增势向好。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快速
增长，持续赋能创新驱动发展。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稳步扩大，同比增长11.7%，占全部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的
比重为 4.7%，比上年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商务服
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
长24.1%、17.4%和14.4%。

服务消费潜能释放。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7.5%，比
同期商品零售额增速高4.3个百分点；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
支出同比增长9.2%，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重为45.6%，比上年
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优质文旅产品供给
丰富，激发旅游消费新潜力。上半年，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类电子
商务交易额同比增长23.4%。

“上半年，服务业持续恢复，发展内生动力继续增强，新动能新
优势发展壮大。”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主任彭永涛说，也要
看到，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等制约服务业经济持续回
升向好的因素依然存在，要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进
一步壮大发展动能，巩固和增强服务业经济回升向好基础。

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发展稳中有进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张千千 王远哲） 为对冲税期
高峰等因素影响，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7月15日中国
人民银行开展了1290亿元逆回购操作和1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操作。
本次MLF操作期限为1年，中标利率2.5%；逆回购操作期

限为7天，中标利率1.8%，中标利率均与前次持平。中国人民
银行表示，该操作充分满足了金融机构需求。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本月有1030亿元1
年期MLF操作到期，本次MLF操作延续缩量平价续做。这是由
于在当前非银资金充裕等因素影响下，资金面维持稳健宽松，市
场对MLF操作的需求不高。

中国人民银行
开展1000亿元MLF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