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国栋 李子路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8日讯 今天上午，省
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
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到来之际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
究贯彻落实意见。

省委书记李干杰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
话，明确了加强生物安全建设的重要意

义、形势挑战、思路举措，进一步丰富和
发展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我们要结合实
际，切实抓好生物安全重点领域风险防
控，加强重大动植物疫情防控、新发突发
传染病防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管理。要
强化应急演练，加强协调联动，强化应对
合力。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体现了对上海合作组织前进
方向的精准把握和深远谋划。我们要全力
推进上合示范区建设，持续抓好稳外贸稳
外资工作，努力取得更多更好成效。要坚

决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抓紧抓实疫苗接
种、重点人群流动风险管控、进口冷链食
品疫情防控等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
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
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体现了心系
农民的深厚情怀和对“三农”工作规律
的深刻把握。我们要坚决扛牢农业大省
责任，加快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要
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坚决遏制耕地
“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当前要
重点抓好排涝、抢收、抢种、受损保险

补偿工作。要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

会议强调，受近期大范围强降雨影
响，我省部分河湖水位持续高位运行，
防洪防秋汛形势复杂严峻，各级各有关
部门决不能松懈麻痹、掉以轻心。要紧
盯黄河、东平湖等重要河湖及水库，克
服疲劳、连续作战，全力以赴、严防死
守，确保人员安全、堤坝安全、水不漫
滩。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黄河第3号洪水即将进入山东，新一轮降雨来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精细调度，开展拉网式排查
◆发布山洪灾害蓝色预警 ◆秋作物应烘干后储存，防止腐烂霉变

□记 者 方 垒
通讯员 周晓黎 翟怀明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8日讯 当前，黄河
第1号、2号洪水退水过程尚未结束，下
游干支流水库高水位运行，河道长时间
处于大流量行洪状态，第3号洪水即将
进入我省，新一轮降雨来袭，防汛形势
严峻复杂。

“当前的重点就是要突出抓好精细
调度、严防死守和群众转移等工作。”
山东黄河河务局防汛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工程调度方面，重点抓好东平
湖的科学调度、精细调度，在确保黄河
干流防洪安全的同时尽快降低老湖水
位。组织各级黄河干部职工会同群防队
伍加强对重点工程、易出险工程的巡查
和防守，继续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
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保障工程安全。

同时，沿黄政府全力以赴做好防洪
工程防守，做到严防死守、不出问题，
确保工程不跑坝。泰安市做好金山坝防
守和防风浪工作，艾山以下沿黄各市进
一步加大滩区防守力度，特别是对薄弱
堤段及时进行加高加固，确保滩区不漫
滩。结合工程实际，提前预置抢险力
量，落实抢险物资、设备，确保一旦需
要，第一时间“拿得出，用得上”。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8日夜间至10
日上午，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较明显降
雨天气过程，预计8日20时至9日20时，
烟台市东南部、青岛市东部等可能发生
山洪灾害（蓝色预警）。“由于我省前
期降水量大，土壤已饱和，产流汇流
快，此次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局地强
度大，必须进一步强化应对措施。”省

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省水利厅7日晚紧急印发通知，再
次强调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
利工程。要加强与流域机构、上下游、
左右岸沟通协调，在保证水利工程安全
运行的前提下，科学调度水库和拦河闸
坝，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拦洪削峰作用。
要统筹利用好引调水工程，尽可能分泄
洪水，减轻河湖行洪压力。特别是东平
湖和金堤河，要抓住有利窗口期，切实
做好洪水分泄工作。

防御的同时，还要做好隐患排查整

改。对水利工程薄弱环节尤其是水毁部
位，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对排查出的
隐患立即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主体，落
实整改措施，尽快逐项整改到位，确实
短期无法处置到位的，要制定周密的防
范措施，安排专人盯守，确保万无一失。

根据省气候中心数据，9月以来（截
至10月7日08时），全省平均降水量为
240 . 9毫米，较常年同期（69 . 0毫米）偏多
249 . 1%，较上年同期（29 . 4毫米）偏多
719 . 4%。全省各地在123 . 8～592 . 4毫米之
间，聊城、淄博、济南、滨州、东营、德州地

区偏多3倍以上，其中聊城偏多5倍以上。
农气专家提醒，此次降雨不利于秋

作物收获及晾晒，建议充分利用降水间
歇期加快秋作物收获进度，积极采取人
工措施烘干后储存，防止腐烂或霉变；
已腾茬农田及时耕翻散墒，确保小麦适
期播种，晚播小麦需要加大播种量。建
议鲁东南及半岛等降水较大地区，提前
做好排涝准备；前期出现渍涝或积水的
鲁西北西部、鲁中西部、鲁西南等地宜
抓紧农田排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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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袁涛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8日讯 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周乃翔主

持召开能源和电力保供工作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分
析全省能源和电力保供形势，安排部署下步重点任务。

会议强调，能源和电力稳定供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站位、统一思想，坚持系
统观念、底线思维，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应对措施，全力做好能源和
电力保供工作，为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要求，要抓好电煤资源供应，科学组织煤炭生产，加强调度
储备，强化运力保障，多渠道提升能源保障能力。要抓好电力运行调
节，落实煤电企业支持措施，提高机组发电能力，统筹推进应急备用
和调峰电源能力建设，确保电网安全可靠运行。要积极挖掘能源电力
保供潜力，加大外电入鲁协调力度，因地制宜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多元化、协同化发展，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要抓好电力需求侧
管理，坚持民生优先，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公共服务、城市运行等领
域用电，鼓励全社会科学用电、节约用电，做到规范有序用电。要压
实工作责任，发挥好能源保障协调机制作用，制定完善能源电力保供
计划及用电方案，加强监测预警和调度，不断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
要认真落实迎峰度冬各项工作措施，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冬季供热准
备，确保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省领导王书坚、凌文出席会议。

周乃翔主持召开

能源和电力保供工作专题会议

习近平同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8日同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中日是近邻，“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维护和发
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
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当前，中日关系机遇和挑战并存。中方
赞赏日本新政府重视保持两国高层沟通，愿同日方加强对话合作，本
着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精神，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希望双方重温初心，相向而行，共同
迎接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开辟两国关系新的发展前景。

习近平指出，中日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恪守中
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切实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
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妥善处理历史、涉台等重大敏感问题，管控好
分歧，把握好正确方向，维护好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大局。双方应该
加强治国理政交流和经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公平开放的贸易和投资
环境，实现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
方应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本着各自根本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弘
扬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东亚智慧，积极促进区域合作，协调应对全
球性挑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祝贺日本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
欢迎日方积极参加明年2月北京冬奥会。

岸田文雄对中国国庆表示祝贺。岸田表示，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
下，日中关系正在迈入新时代。日方愿同中方一道，从日中关系历史
中汲取重要启示，以明年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共同努力构
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双方应该通过对话
管控分歧。日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经济合作和民间交流，就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重要国际地区问题密切沟通合作。日方期待北
京冬奥会顺利召开。

双方都认为此次对话十分及时、十分重要，同意继续通过各种方
式保持互动沟通，为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指引方向。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北京10月8日电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获悉，由文化和旅游部、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
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及济南、青岛、淄博、烟台、潍坊、临
沂、德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四届中国歌剧节，将于2021年10月13日
在济南开幕。

中国歌剧节是我国歌剧领域的国家级艺术盛会，每三年一届。自
2011年起，先后在福建、湖北、江苏举办了三届。第四届歌剧节期
间，将组织24部优秀歌剧作品在山东7个城市演出48场，同时举办歌剧
演唱会、一剧一评、民族歌剧创作人才研修班、惠民演出等一系列活动。

参演本届歌剧节的剧目风格多样，既有中外经典歌剧，如《白毛
女》《小二黑结婚》《江姐》《洪湖赤卫队》《同心结》《茶花女》
等，并将套办“节中节”——— 经典民族歌剧展演周，集中展示中国民
族歌剧发展史上的优秀作品；也有2018年以来的新创剧目，包括文化
和旅游部“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剧目，如《道路》
《天使日记》《三把锁》等，以及各地近年来新创的优秀剧目，如
《银杏树下》《周恩来》《红流澎湃》等。

本届歌剧节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主题主线，将集中展示一批新创的革命和现实题材作品，如反映
革命精神的《沂蒙山》、再现英雄人物的《晨钟》、反映抗疫精神的
《天使日记》、反映脱贫攻坚的《山茶花开》、反映英模人物的《张
富清》等。

歌剧节坚持“展演和展播并举，线下和线上融合”，通过“云剧
场”、全景直播等方式，让线上和线下观众共享艺术盛会。

第四届中国歌剧节

10月13日在济南开幕
将集中展示《白毛女》《沂蒙山》等作品

□记者 代玲玲 通讯员 于淼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压舱石，也是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的基本要求。记者从省财政厅获
悉，为切实增强基层“三保”能力，近日，省级新增县级基本财力保
障机制、重点生态功能区、革命老区、资源枯竭城市等4项财力性转
移支付资金33 . 79亿元。

目前，资金已全部下达到相关县（市、区），用于弥补财政困难
县基本财力缺口，全力支持确保基本民生保障到位、基层工资正常发
放、基层政府正常运转，加上提前下达部分，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总
量达到560亿元。

山东省级新增33 . 79亿元资金

增强基层“三保”能力

10月6日，博兴县蔡寨黄河滩区，党员志愿者与基干民兵加固黄河生产堤。（□记者 卢鹏 通讯员 李乐 报道）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指示批示精神，编制《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规划范围
为黄河干支流流经的青海、四川、甘肃、
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9省
区相关县级行政区，国土面积约130万平
方公里，2019年年末总人口约1 . 6亿。

《纲要》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纲
领性文件，是制定实施相关规划方案、

政策措施和建设相关工程项目的重要依
据。规划期至2030年，中期展望至2035
年，远期展望至本世纪中叶。

《纲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量水而行、节
水优先，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坚
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将黄河流域打
造成为大江大河治理的重要标杆，国家
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实验区，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
要承载区。

发展目标是：到2030年，黄河流域
人水关系进一步改善，流域治理水平明
显提高，生态共治、环境共保、城乡区

域协调联动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现代
化防洪减灾体系基本建成，水资源保障
能力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国家粮食和能源基地地位持续巩
固，以城市群为主的动力系统更加强
劲，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成效，黄河文化
影响力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
显提升，流域人民群众生活更为宽裕，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到2035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取得重大战略成果，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健康稳
定，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水平全国领先，现代化
经济体系基本建成，黄

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显
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黄河流域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
明、生态文明水平大幅提升，在我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纲要》全文见3-5版

山东构建形成“两屏三带”

生态安全战略格局

权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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