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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判，2023年夏季我市气温偏高、降
水偏少、林区人为活动频繁，森林防灭火形势十
分严峻，在极端天气情况下，极有可能发生森林
火灾。

按照近10年来我市森林火灾发生情况、森
林面积以及森林防灭火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综
合分析，有森林防灭火任务的39个区县（渝中
区、两江新区除外）均为中高风险区域。39个
区县根据本地区森林资源分布情况，划定森林
防火重点区域，并向社会公布，“一域一策”做好
森林防灭火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和生态安全。

加强责任落实。我市森林火灾防控重要目
标主要有国有林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湿
地公园、林区工程施工现场、城市公园、A级旅
游景区、穿越林区的铁路公路、林区输配电设
施、石油和天然气长输管线、林缘附近民居等。
全市上下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的要求，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区县政
府在夏防期间听取1—2次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专题汇报，研究解决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重
大事项；区县级林长在夏防期间常态化开展巡
林；橙色、红色预警信号发布期间，区县政府分
管领导要将森林防灭火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每

日开展调度、抽查、研判。
加强宣传教育。将宣传教育作为森林防火

第一道工序来抓，森林防火宣传达到了“六有”
标准：林区有标语、广播有声音、电视有图像、网
络有报道、入林有短信、课堂有教育。

加强预警监测。及时发布森林火险预警信
号，气象部门每日发布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
林业部门每周发布森林火险预测。高火险时
段，应急、林业和气象部门强化会商研判，及时
发布火险预警信号，在标准化检查站、有条件的
路口公开显示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及时将发布
的森林火险“橙色”、“红色”预警信号，结合预警

响应的时间各相关部门充分利用卫星监测、空
中巡护、视频监控、高山瞭望、地面巡护等手段，
地、空配合强化森林火灾监测，实现森林火情早
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加强隐患排查。结合全市火灾防控“除险
清患”专项行动，按照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办公室、市林业局、市应急局、国网电力公司等
10部门（单位）联合印发的《全市森林火灾隐患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要求，各区县政府、有
关部门从责任落实、火源管理、防范措施、队伍
建设、应急处置、宣传教育、设施设备等方面全
面排查隐患，重点对油气管道、输配电站、加油

（气）站、易燃易爆物品仓库、旅游景区、在建工
程等重要设施、重点部位的火灾风险隐患进行
排查整治。

加强火源管控。按照疏堵结合的原则，各
有关乡镇（街道）加强对农事用火的管控，通过进
村入户广泛宣传，教育引导村民自觉遵守林区森
林防火规定，摒弃烧灰积肥陋习。确需在防火区
内用火的，必须提前向村社申请，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采取秸秆粉碎、计划烧除等方式进行处
理。严格落实申请、审批和现场监管制度，充分
发挥“十户联防”作用，联防体组长掌握联防体内
人员的用火情况，及时提醒、制止违规用火行为。

北碚区
精准落实森林防灭火工作

今年夏季北碚区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林区
人为活动频繁，森林防灭火形势十分严峻。在
极端天气情况下，极有可能发生森林火灾。近
日，中央主题教育第八指导组对北碚区火灾防
控“除险清患”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了主题教育专
项整治督导调研。调研组实地调研了北碚区森
林火灾防控“除险清患”工作有关情况，听取了
2022年“8·21”森林火灾处置和当前北碚区森
林火灾防控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为贯彻落实
系列会议精神，北碚区召开缙云山森林防灭火
工作专题会，安排部署缙云山森林防灭火工作，
并要求各级各部门加快推进落实。

“打早、打小、打了”应对森林火灾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安排部
署，北碚区各镇街、各级各部门、各企业坚持“预
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方
针，秉持“防未、防危、防违”“打早、打小、打了”
的工作要求，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森林草原火
灾风险，为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建设
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奠定坚实基础。

区林业局起草了《北碚区2023年夏季森林
防火宣传教育实施方案》、拟定了《2023年夏季
缙云山区域无人机森林防火监测方案》印发了

《全区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
通知、区林业局对缙云山区域的20余个消防水
池和22余个山坪塘进行了梳理涉林镇街清理
排查责任区域内消防水池蓄水情况，对漏水、缺
水的消防水池及时整改，确保每个水池蓄水量
达到80%以上。对缙云山森林消防管网每间
隔500米安装消防接口（共计安装66个）。已
于7月16日开始安装现已安装了38个，预计7
月20日前全部完成安装。

全区制定了《北碚区2023年森林防火救援
演练方案》各涉林镇街已更新完善精神病患和
智力障碍等“五类特殊人群”管理台账，截至目
前，共梳理排查全区电力、森林防火、道路交通、
建筑施工、地灾治理和林业、水利、市政管网、市
政工程等重点行业领域共25个涉林建设施工
项目，其中，电力领域1个，森林防火领域3个，
道路交通领域11个，建筑施工领域1个，地灾
治理3个，林业1个，水利3个，市政管网1个，
市政工程1个。

为应对森林火灾赢得主动权，北碚区让预
报预警跑在前头。区应急局联合区林业局、区
气象局建立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会商工作群，每
日研判森林防灭火形势，并根据气象等级参数
和规定，制定了《北碚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
发布通知单》《北碚区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发
布通知单》《北碚区森林火险晴天预警信息发布
通知单》《北碚区森林火险阴雨天预警信息发布
通知单》等4张单子每日发布到各镇街、相关部

门，进一步明确响应措施。区应急局牵头制定
了全区森林防灭火应急响应流程图和应急局森
林防灭火应急响应流程图。区应急局会同区政
府办，已收集汇总17个镇街，6个园城和19个
部门1个月内的值班值守安排表会同区林业局
制定并以区森防指名义印发了《北碚区2023年
夏季森林防灭火工作方案》。

压实责任确保防灭火工作落实

北碚区委办、区府办牵头印发了《全区夏季
森林防灭火督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区应急局联
合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区纪委监委机
关、区委组织部、区林业局等单位组建4个督查
组，每周开展督查，加大违规用火查处力度，提
高震慑力。

同时，全区增派巡山守卡力量，督促巡山
守卡人员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认真落实“十户
联防”工作措施，发挥群防群治作用；更新完善
精神病患和智力障碍等“五类特殊人群”管理
台账，加强特殊人群监管；加强森林火险隐患
排查整治，严格落实扫码入林，切实抓好野外
火源管控。

武隆区
“一域一策”加强森林火灾防控

武隆区全面加强森林火灾防控重点区域和

重要目标防控，全区各乡镇（街道）和林场根据
本地区森林资源分布情况，划定森林防火重点
区域，并向社会公布，“一域一策”做好森林防灭
火工作。

武隆区在重要卡口区域安排工作人员宣传
守卡，镇村干部及驻村干部每周入户或召开院
坝会1次开展宣传提醒，村社广播每天滚动播
放森林防火倡议录音或防火知识宣传。主流媒
体（电视、微发布）每日发布1条森林防火工作
动态或滚动播放森林防火宣传广告、提示字
幕。并通过官方网站、微博、抖音等网络渠道开
展森林防火宣传。全区各级各部门从责任落
实、火源管理（含火情早期处理）、防范措施、队
伍建设、应急处置、宣传教育、设施设备和其他
等方面全面排查隐患，特别是加强对油气管道、
输配电站、加油（气）站、易燃易爆物品仓库、旅
游景区、在建工程等重要设施、重点部位的火灾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丰都县
狠抓夏季森林防灭火工作

丰都县狠抓夏季森林防灭火工作，印发了
《丰都县2023年夏季森林防灭火工作方案》，明
确了各级各有关部门工作任务。县森防办、县
林业局、县应急局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了《全县森
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切实开展
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

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丰都县发布了森
林防火《禁火令》。在森林防火区内的有关单位
或者个人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根据《森林防
火条例》规定，由县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整改，给
予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对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
由县林业主管部门及执法委托的属地政府依据
《森林防火条例》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
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违
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苏崇生 李海霞

我市切实做好年度夏季森林防灭火工作

《《 区 县 动 态 》》

切实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切实开展重大事故隐患
专项排查整治专项排查整治20232023行动行动

安全生产举报投诉安全生产举报投诉：：1235012350

新华社上海 7 月 23 日电 （记
者 周蕊）就市场备受关注的奥迪与
中国车企进行电动化平台方面的合
作，上汽集团首次回应表示，已经与奥
迪达成共识，将合作加快电动车开发。

上汽集团副总裁、总工程师祖似
杰介绍，奥迪与上汽一直以来都是战
略合作伙伴，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将通
过合作加快电动车开发速度，“许可、
共同开发等都是未来可能的合作方

式，中国汽车市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
的巨大转型，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战略
合作，为实现双赢提供保障”。

上汽集团此前发布“新能源汽车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预计到2025年，
上汽新能源车年销量达到350万辆，较
2022年增长2.5倍，其中自主品牌在新
能源车整体销量中的占比将达到
70%；基本完成新老赛道的发展动力
切换。

上汽集团与奥迪达成共识
合作加快电动车开发速度

新华社台北 7 月 23 日电 （记
者 王承昊 陈君）中国国民党第21
届第 3次“全代会”23日在新北市举
行，正式提名侯友宜为该党2024年台
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参选人。

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将于
明年1月举行。今年4月、5月，民进党
中执会、民众党中央委员会分别提名
赖清德、柯文哲为各自政党2024年台
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参选人。

中国国民党正式提名侯友宜
参加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3 日电 《参
考消息》日前刊登法新社报道《报告显
示：全球社交网络用户近50亿》。报道
摘要如下：

根据每季度发布的互联网状况统
计报告，近50亿人（48.8亿）活跃在社
交网络上，占世界总人口的60.6%。

“我们擅长社交”公司和融文公司
发布的报告显示，根据数字用户分析专
业公司凯皮奥斯公司的计算，社交网络

用户的数量在一年内上升了3.7%。
与此同时，全球人口在这一年里

增长了不到1%。
因此，社交网络用户的数量正在

接近网民的数量，而网民至少占全球
人口的64.5%（51.9亿）。

报告显示，全球用户每天花在社
交网络上的时间达到2小时26分钟，
但差异很大：巴西为3小时49分钟，日
本不到1小时，法国为1小时46分钟。

全球社交网络用户近50亿

据韩国媒体23日报道，受低生育
率影响，韩国军队人数继2018年降至
60万人以下后，去年首次跌破50万
人。

韩联社援引韩国国防研究院资深
研究委员赵宽镐（音译）23日发布的报
告报道，截至2022年年底，韩国军队
实际兵力为48万人。

韩国兵力2002年年底为69万人，
此后至2017年一直保持在60万人以
上，2018年降至57万人，2021年跌至
51万人。

据韩联社报道，现役官兵数量减
少与低生育率引发服役人员减少存在
关联。若要维持50万的常备兵力，每
年需征兵22万人，但国防研究院根据
人口资料推测，预计韩国20岁男性人
口数量从2036年起将下滑至22万人
以下，到2042年将锐减至12万人。

近年来，韩国社会晚婚和不婚现
象逐渐增多，生育率不断下降。韩国
总和生育率连续5年低于1，2022年更
是跌至0.78，远远达不到为确保韩国
人口稳定所需的2.1。 （据新华社）

受低生育率影响

韩国兵力首次跌破50万人

7 月 23 日 10 时 50 分，我国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
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四象
01～03 星、银河航天灵犀 03 星
共 4 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
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
满成功。

新华社发

一箭四星！
我国成功发射

四象01等卫星

□新华社记者 王辰阳

2022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监测到
鱼类 193 种，比 2020 年增加 25 种；
2022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1249头，
实现自2006年有调查统计以来止跌回
升的历史性转折；制定退捕渔民就业帮
扶“暖心行动”工作实施方案，持续巩固
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成果……当前，长江
禁渔“三年强基础”进入收官阶段，鱼翔
浅底、人护清流的生态图景徐徐展开。

日前，农业农村部长江办主任马毅
接受记者采访，介绍了长江“十年禁渔”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长江生态持续向好

“快看！又见江豚了！”在安徽的铜
陵、安庆长江沿岸，总有市民面对江豚
的出现兴奋不已，有“微笑天使”之称的
长江江豚是长江流域独有的物种，曾一
度濒于灭绝。

“长江禁渔已经初见成效，长江水
生生物资源恢复向好，经评估，长江干
流和鄱阳湖、洞庭湖的生物完整性指数
较禁渔前提升了两个等级。”马毅表示。

长江的区域代表物种资源恢复较
好，比如长江上游2022年监测到特有

鱼类14种，比2020年增加4种；部分
物种分布区域明显扩大，长江刀鲚能够
溯河洄游至历史最远水域洞庭湖，多年
未见的鳤在长江中游及洞庭湖出现频
率增加。

长江生物多样性修复是一项系统
性工程。马毅表示，针对珍稀物种全生
活史的薄弱环节，力争取得突破性进
展。加强长江江豚主要分布区的栖息
地保护，突破全人工繁育技术。对中华
鲟开展产卵场江段自然繁殖试验，防止
野外种群灭绝。实施长江鲟自然种群
重建计划，加大增殖放流和监测力度，
恢复长江鲟自然繁殖。

根据禁捕后资源恢复状况，有关部
门将科学规范增殖放流活动，防止外来
生物侵害。针对部分禁捕湖泊水库等
相对封闭型水域内部分鱼类资源快速
恢复的情况，开展生态捕捞和大水面增
殖渔业试点，坚持“一水一策”，制定相
应的政策措施和管理规范。

渔民安置有序到位

55岁的上海崇明人张红伟曾是长
江渔民，当了十来年的船老大。崇明率
先全域退捕后，张红伟拆解渔船上岸，
凭借一技之长在崇明区农业农村委执

法大队找到一份新工作。“捕鱼是为了
生计，护鱼是为了子孙，现在感觉身上
的责任更重了。”

截至2023年一季度，中央与地方
累计落实禁捕退捕补偿补助资金
272.31亿元，有力保障了禁捕退捕资
金需求。马毅介绍，目前沿江约16万
名有转产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
渔民实现应帮尽帮，符合参保条件的约
22万名退捕渔民实现应保尽保。已有
4.4万人开始领取养老金，占退捕渔民
总数的20%左右。

各地充分发掘农业生产、企业吸纳
等就业渠道，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开发

“护渔员”等公益岗位，确保退捕渔民家
庭至少有一人就业。

“禁渔效果怎么样，渔民生活好不
好是关键衡量指标之一。我们认识到
很多退捕渔民年龄偏大、劳动技能单
一，对他们的总体保障水平还要进一步
提高，要关心他们的就业、子女上学、重
大病患情况，及时给予帮扶。”马毅说。

避免“破窗”效应巩固禁渔成果

马毅介绍，截至2022年底，长江流
域15个有禁捕任务的省、直辖市共有
农业综合执法（渔政执法）机构1079

个，持证执法人员超过1万人。各地还
组建了渔政协助巡护员队伍，巡护员已
有2.5万人。一方面补充了监管力量
不足，另一方面提供了公益性岗位成为
退捕渔民转产安置的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落实禁渔工作的装备力
量明显提升。截至2022年底，执法队
伍的船艇、码头等装备能力达到禁捕前
的2倍以上，1066架无人机、10256套
视频监控设备等总体覆盖了长江、鄱阳
湖、洞庭湖范围。未来会加快实现“亮
江工程”总体覆盖禁捕重点水域。

马毅表示，遥控无人机、无人船偷
捕、GPS定位下暗网等非法捕捞“新花
样”繁多，有关部门会不断加大监管力
度，尤其是要防止部分人以休闲垂钓为
名、行生产性捕捞之实。

“长江‘十年禁渔’，范围这么广、时
间这么长，不能产生‘破窗效应’。”马毅
说，“下一步，我们会推动制定全面实施
好长江‘十年禁渔’的长效政策文件，健
全禁捕退捕政策体系；研究制定跨部门
跨地区禁渔执法协作长效机制，确保农
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3年专
项整治行动向常态执法监管平稳过
渡。”

（新华社上海7月22日电）

长江“十年禁渔”取得阶段性成果
生物完整性指数提升两个等级，退捕渔民妥善安置应保尽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