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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河湖长制工作推进会
在湘潭县召开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8月26日,全省河湖长制工作推进会
在湘潭县召开。14个市州河长办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省河长办副主任、省水利厅副厅长袁侃夫出席。

会上通报了今年 1至 8月全省河道保洁工作情况。据统
计，截至 8月 23日，全省共开展清河净滩行动 7800余次，参与
行动人数达16.6万余人，出动垃圾打捞机械5900余台次，清理
河道垃圾 7.9万余吨，清理岸线长度达 2.5万多千米，清理水域
面积达8600多平方公里，全省河湖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

今年，湘潭市全面强化河湖管理和保护，大力改善河湖面
貌，河湖水质稳步提升，1至7月，14个国省控断面全部达标，涓
水入河口水质由去年同期Ⅲ类提升至Ⅱ类(标准为Ⅲ类)，县级
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持续保持 100%。下阶
段，将突出湘潭特色，紧紧围绕“1+6”工作思路，努力打造湘潭
市河长制工作升级版。

会议要求，要强化工作认识，切实增强推行河湖长制工作
的责任感、紧迫感，凝聚系统治水合力，进一步推动河湖长制工
作提质增效；要坚持对标对表，不折不扣落实好河湖长制各项
工作任务；要立足争先创优，全力以赴推动河湖长制工作再上
新台阶，坚决扛牢管水治水的政治责任，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
的态度，谋划长远，干在当下，扎实推进河湖长制工作走深走
实。

当天，与会人员还现场调研了涟水市级幸福河湖、涓水县
级美丽河湖、紫荆河乡级样板河湖、湘江省级美丽河湖、易俗河
镇乡镇河长制阵地建设、湘潭县民间河长工作站阵地建设和湘
潭市河长制工作信息系统建设等情况。

湘潭“经典红色”
成省旅博会重点推介“名片”

本报讯（记者 谷桔 实习生 张一铭）8月26日上午，湖南
省旅游博览会“五张名片”专题推介活动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湘潭市作为“五张名片”之一，向全省推介了“经典红色”
旅游品牌及红培课程。

在专题推介会上，湘潭市是第二个登场的城市，一曲特色
女声小组唱《颂歌一曲唱韶山》，将现场观众带到了湘潭的红
色沃土。湘潭孕育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开国元帅彭德怀、中共
早期重要领导人罗亦农、“飞将军”黄公略、共和国大将陈赓和
谭政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韶山干部学院列入中组部备
案目录的全国干部党性教育基地；打造了实景演出“最忆韶山
冲”、“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等两个独特的“红色课堂”；开发了
廉洁从政、理想信念、爱国教育等 200余堂专题精品课程。同
时，支持以韶山为龙头建设红色教育培训基地，已写进中共湖
南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决议》，湘潭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
视，成立了高规格的领导小组，设置了湘潭市红色教育发展中
心机构，建设了 34个高品质的现场教学基地……湘潭市代表
从湘潭独一无二的红色资源、震撼心灵的红培课程及蓬勃发
展的红培氛围等方面入手，介绍了湘潭“红”。

据了解，本届湖南省旅游博览会组委会邀请了长沙市、湘
潭市、衡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等市州举办湖南旅博会“五张
名片”专场推介活动。当天推介的“五张名片”包括以张家界
为代表的奇秀山水名片、以韶山为代表的经典红色名片、以长
沙为代表的都市休闲名片、以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农
耕文化名片、以南岳衡山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名片。

我市第三批援疆防疫物资
启运

本报讯（记者 陈姿雯 实习生 庞辉）8月26日，市市场监
管局举行爱心企业援助吐鲁番高昌区抗疫物资捐赠仪式，来
自重药控股湖南民生药业有限公司、湖南永霏特种防护用品
有限公司、湖南臻和亦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3家企业捐赠的
价值50余万元防疫物资于当日启程，发往我市对口援助地新
疆吐鲁番高昌区。这是我市第三批援疆防疫物资。

8月24日，市市场监管局从市援疆工作队了解到，目前新
疆吐鲁番高昌区急需一批防疫物资。随后该局立即对接医疗
器械及生物医药生产企业，得到了 3家爱心企业的积极回
复。3家爱心企业仅用 1天时间，就备齐了 6000套防护服、7
万个N95医用防护口罩、2万个一次性病毒采样管等受援地急
需的防疫物资。其中，N95医用防护口罩和一次性病毒采样
管来自重药控股湖南民生药业有限公司。据了解，该公司并
不生产这些产品，在了解到当地实际防疫需求后，当即组织人
员联系其他生产企业，紧急采购了N95医用防护口罩和一次
性病毒采样管，希望为高昌区防疫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人表示，我市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
的爱心捐赠，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企业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
怀。预计，这些物资三天后可抵达目的地。

中国共产党党员，正厅职离休干
部（享受正省级医疗待遇），中共湘潭
市委原副书记、政法办主任、市纪委书
记李连城同志，因病于 2022年 8月 26
日8时16分逝世，享年97岁。

兹定于2022年8月28日上午9时
30分在湘潭市殡仪馆天慈厅举行遗体
送别仪式。

特此讣告！
中共湘潭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2年8月26日

讣 告

防旱抗旱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李涛）8月 26日，
莲城“热”情不减。当天，记者从市
应急管理局了解到，随着晴热高温
天气持续，我市旱情日趋严重，连日
来，全市各地各部门紧急行动，全力
以赴抗旱减灾保民生，力争把损失
和影响降到最低。

据相关部门统计，截至 8月 26
日，全市受灾乡镇达到40多个，3800
多处山塘、水坝干涸。此外，湘乡市
金薮乡江家水库、梅桥镇油铺水库、
育塅乡大坝塘水库等多座小Ⅱ型水
库干涸，湘乡市甚至有 10多条溪流
出现断流。受干旱影响，个别地方
一度出现饮水困难。

为确保人饮安全，各地及时组

织力量向受灾群众送水。其中，湘
潭县谭家山镇用罐车给用水困难
户送水，平均送水量 12吨/天，较好
地保障了人畜饮水安全；湘乡市镇
村干部全力调度，组织送水入村入
户，安排消防车每日为毛田镇送水
15台次、为栗山镇送水 5台次、为
棋梓镇送水 5 台次；在湘潭经开
区，缺水群众全部由响水乡统一组
织送水上门，共计送水 41 车 246
吨。截至目前，我市未出现人饮安
全事件。

自8月18日21时我市启动抗旱
IV级应急响应以来，全市各地各部
门按要求压紧压实防旱抗旱责任，
广泛开展车辆送水、渠道清淤、动用

抽水泵、打深水井等措施，确保人饮
安全和工农业生产用水，最大限度
减轻干旱造成的损失。据不完全统
计，全市各县区及乡镇共投入抗旱
资金已达3000余万元。

为全力应对旱情灾情，我市组
建了市县两级水利、农业专业服务
队，县乡干部下沉一线、分片包干，
包农业保灌、包农业减灾、包统筹协
调、包矛盾化解。水利部门开展了

“千名水利干部到田间”专项行动，
启动蓄引提灌等抗旱设施引水1137
处，新打井 124口；农业部门指导各
地投入抗旱机具78325台，指导农户
及时做好抢种、改种和补种，尽最大
努力减少损失。

本报讯（记者 王超 通讯
员 朱博寰）随着“嗡”的一声
响，一架无人机迅速升空，不
一会儿，无人机拍摄的实时图
像便在国网韶山市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手中的接收器上显
示出来。无人机智慧巡检结
束后，工作人员将周边农田和
水源有关的可见光、温感等信
息，共享给韶山市农业农村
局，开启了政企联动抗旱保供
的新模式。

韶山市地处丘陵地带，为
保证粮食丰产丰收，国网韶山
市供电公司统筹资源，精心组
织，利用“可见光+红外双光版”
无人机，对跨越农田地段的 10
千伏线路开展自主巡线。在强
化设备保供特巡的同时，还对

农田旱涝与灌溉水源情况进行
了监测。

“水稻在8月底、9月初就抽
穗了，要保证水分，现在我们隔
一天就让无人机巡检一次，把
无人机巡检采集的农田旱涝与
灌溉水源情况及时报告给农业
农村部门。”8月26日，该公司工
作人员介绍说。

针对旱期高温少雨和电网
负荷大等情况，国网韶山市供
电公司通过无人机智慧巡检，
全面排查设备过温隐患，助力
抗旱保供电。在持续深化无人
机巡检应用的基础上，深挖无
人机使用场景，将无人机巡检
采集的信息数据，与当地政府
进行紧密合作研究，实现互惠
共赢。

本报讯（记者 武慧）面对严峻的
旱情灾情，湘潭县积极加强用水调
度、开辟新水源，全力找水抗旱。截
至目前，湘潭县已投入劳力1.98万人
次，出动抽水设备3280台次，新打机
井32口，改善、解决农田灌溉面积12
万余亩。

近1个月来，湘潭县17个乡镇均
不同程度受旱，其中，轻旱10.6万亩，
中旱 4.99万亩，重旱 0.83万亩，因灾
造成农业直接经济损失约 4700万
元。

为降低旱情灾情影响，湘潭县牢

固树立“抗大旱、抗长旱”思想，集中
人力、物力、财力开展抗旱救灾工作，
先后在 7月、8月 5次召开全县抗旱
工作会、紧急会商会、调度会，全面推
动全县抗旱工作。8月 18日 21时，
湘潭县启动抗旱Ⅳ级应急响应，分析
现有水资源条件和用水需求，强化用
水调度，确保有限的水资源得到最大
化利用。

湘潭县水利局开展了“水利干部
到田间”活动，分组赴各乡镇指导抗
旱工作，并派出技术人员赴乡镇维修
抗旱机埠，帮助乡镇积极抗旱；同时，

各地想方设法寻找水源，沿河乡镇采
取抽提河水，山区乡镇采取抽片石坑
中水、矿洞水、挖砂凼、打机井等办法
解决水源问题；及时启动抗旱应急水
源工程吟江提水机埠，从涓水河提水
抗旱，有效解决了韶灌南干渠尾端用
水问题，并多次与韶灌南干渠管理处
会商、制定轮灌方案，确保南干渠各
受益乡镇均衡受益；积极开展人工增
雨，缓解旱情。

此外，湘潭县还积极筹措抗旱资
金，目前，全县已投入1000余万元支
持各乡镇抗旱。

8月 24日，湘潭县石鼓镇铜梁水库出水
口，哗啦啦的水流奔涌不息。

“水量看起来还蛮充足，够不够用？”督查
组问道。

“水库还有230万立方米的水，预留90万
立方米生活用水，每天农田灌溉放水6万立方
米，目前看，还够用一段时间，只是附近的响
水潭水库快见底了……”

“带我们去看看。”
铜梁水库和响水潭水库是石鼓镇的两大

主要水源。响水潭水库属小Ⅱ型水库，库容
为 130万立方米。这段时间为保灌溉一直放
水，已接近水库底线，水库周边几个村用水较
为困难。目前，水利部门已启动应急预案，协
调从铜梁水库引水，解燃眉之急。

“务必尽全力做好供水，有困难及时反
映。”督查组叮嘱道。

高温天气持续，连日来，市纪委监委驻市
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成立督查组，深入田
间地头开展监督检查，助推保民生、保安全等
抗旱保供工作措施落地落实。

督查组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全线检查
了湘江、涟水、涓水堤防，重点检查了水库运
行、隐患点整改、抗旱值班值守等情况。

每到一个乡镇，督查组直奔一线，仔细查
看，详细询问，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予以交办。督
查组要求进一步落实好各方责任，科学精准调
度，确保群众生产生活和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对工作不实、作风漂浮、措施不力的，将启动追
责问责程序。

气象部门“呼云唤雨”

1天开展人工
增雨作业6次
本报讯（记者 陈颖 通讯员 张美丽）

“5、4、3、2、1，发射！”8月25日17时25分，湘
乡市乌云密布，经过 30多个小时的蹲守，终
于等来合适的增雨时机。随着指挥员一声
令下，两枚火箭弹相隔数秒从月山人影作业
炮点冲向云中，20分钟后，作业空域细雨连
绵，人工增雨取得成功。

连日来，我市被晴热高温天气持续“霸
屏”，40多个乡镇遭受干旱。面对持续发展
的旱情，市气象局严密监测天气，抢抓时机，
及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经研判，8月24日
开始，受弱冷空气和热带气旋外围云系影
响，我市具备较好的人工增雨作业条件。随
即，全市 5支人影作业队伍迅速到达各作业
炮点，检查安装炮弹、调试机器设备，实行24
小时密切监测，蹲守捕捉增雨作业机会，一
旦有合适的天气条件和作业空域，立即抢抓
机会实施人工增雨，催云化雨。

据统计，当天湘潭市、湘乡市、湘潭县、
韶山市共开展了 6轮地面人工增雨作业，发
射火箭弹 17发。在自然降水和人工增雨的
共同影响下，截至 25日 22时，全市共出现 4
站中雨，累计降雨量最大为湘乡市合东水库
14.0毫米，作业影响范围内普降小到中雨，
人工增雨作业取得良好成效，在一定程度缓
解了旱情。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跟踪监测天气变
化，抢抓有利时机，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全面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市气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本报讯（记者 熊婷 实习生 周婕雯）为
抗旱保收，湘潭经开区响水乡毛家村以“先
保禾苗再保塘”为原则开展村集体自救。村
上的脱贫监测户张正其第一个站了出来，献
出了承包鱼塘的水。

提前起鱼 舍小保大

张正其是村上的脱贫监测户，为获得稳
定的经济来源，2018年他承包了村上最大的
一口公塘。近 4年来，水域面积约 23亩的水
塘为他带来了每年约 3万元的固定收入，这
也是他的主要经济来源。

今年 2月，张正其又投放了一批鱼苗，
预计到年底可成熟产出。可随着干旱越
来越严重，公塘下游的 200 多亩田越来越

“渴”，为保障农田作物，位于上游的张正
其在村民需要时便开塘放水。然而，随着
旱情加重，养鱼和养田逐渐难以兼顾。

“亏就亏我一个人算了，大家的田好好养
着。”8月初，张正其主动找到毛家村支部书记
邹立文，表示准备提前起鱼，把水全部用于保
障下游农田灌溉。

全村出动“鱼工厂”开业

“乡里鲜鱼出售，欢迎来毛家村订购。”“即
将干塘，订鱼速来。”为把张正其的损失降到最
低，售鱼的“广告”刷屏了响水乡干部的朋友圈，
毛家村村民也纷纷转发。这一刻，他们都是销售
员，不仅如此，统计员、记数员、财务员、送货员等
工作纷纷被认领，只等着张正其“干塘”。

8月19日凌晨3时，毛家村公塘处灯火通
明，这是张正其起鱼的日子。毛家村的村干部、
党员、村民纷纷赶来帮忙，捞鱼、分装、配送，忙
活到天亮。有的鱼太小，不好售卖，村干部就出
主意，制成鱼干再卖。村里男女老少会杀鱼的
又聚到了一起，帮张正其处理。张正其家里熏
不了太多的鱼，村民就领回家帮他熏。

此时，毛家村就像一个临时组建的“鱼工
厂”。从“原料”到加工再到销售，全村都动了
起来。在张正其带领下，村上不断有“塘主”
站出来，表示愿意将自家鱼塘或鱼池作为灌
溉水源。

“能赚一点是一点，大家都不容易。”8月24
日，骑着三轮车，载着刚收回来的鱼干，张正其
心里踏实了很多，两大桶鱼干将来也能换来一
些收入，预计今年收入能够与往年持平。

各地各部门全力以赴抗旱减灾保民生

湘潭县全力找水抗旱

一线监督促抗旱责任落实
本报记者 谢雨芬 实习生 龚莎娜

脱贫监测户“干塘”保农田
全村纷纷援手变身“鱼工厂”

本报讯（记者 谭涛 实习生 朱钰蓉）民
有所呼，我有所应。8月26日，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迎来好消息，公交公司
为两所学校师生出行提供精准服务，从当天起
两所学校新老校区间实现了公交直达。

14路公交线延长
将方便上千师生出行

8月26日8时许，30多名湖南科技大
学师生搭乘 14路公交车来到雨湖校区，
这是该公交线路延长营运后的首次亮相。

据了解，14路公交车过去共行经18个
公交站点，主要连接湖南科技大学与湘潭火
车站。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研究

生王俊说：“我生活与工作都在雨湖校区，但
经常要到学校本部借阅书籍，以及向老师请
教问题，过去往返两个校区间必须到市中心
转车，来回十分麻烦。”湖南科技大学有1000
多名师生在雨湖校区上学、工作，两个校区
间的交通出行问题成为大家的心病。

为恢复雨湖校区办学功能，解决师生
出行难题，促进校区间融合发展，市交通
运输局、湘潭交发集团着手对 14路公交
线进行优化调整。据了解，新的 14路公
交线从交通驾校站开始调整，取消了原线

路的公汽河西分公司、雨湖消防队、老年
大学、市一中、和平公园、湘运总公司等站
点，新增了雨湖公园、口腔医院、熙春门
路、雨湖公安分局、科技大学雨湖校区等
站点，共计23个站点，延长3.5公里，为师
生公交出行省去了烦琐的转车环节。

高校专线实现双时段差异化运营

“由于新校区位置比较偏僻，没有公
交车可以直达，所以我只能选择打车来回

于两个校区之间，每次至少需要花费近50
元，现在，坐公交车4块钱就可以解决了。”

26日，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公交专线开

通首日，该学校大三学生王驰兴奋地说。

据了解，该学校这条公交专线将实

现双时段差异化运营。“周一至周五，两台

公交专线往返于软件职业技术大学南门

与新校区之间；周六周日或者节假日，两

台公交车将分别往返于火车站和湘潭北

站之间，其间将经过基建营东、步步高新

天地西等重要商业聚集地。”市公交公司

定制公交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差异化

运营能更好地实现精准服务，一方面方便

师生在新老校区间通勤，同时能方便学生

节假日出行。

既巡电线又巡田

无人机智慧护航抗旱保供

精准服务方便师生出行

两所高校新老校区实现公交直达

国网韶山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韶山市杨林乡对10千伏
杨万线开展智慧巡检。 （通讯员 朱博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