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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近日，东北部分地区、江南中东部
等地发生强降雨。受此影响，辽宁、浙
江有6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 23 日发布的重要汛情通
报显示，辽宁辽河支流养息牧河、绕阳
河上游及支流东沙河，浙江甬江水系
东横河、周家路江、高背浦等6条中小
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0.06 至 0.52 米；太湖周边河网区有 11
站水位超警 0.01 至 0.31 米，其中王江
泾站超保0.01米。

23日黑龙江、内蒙古、吉林等地仍
有较强降雨。水利部门预计23日8时
至24日8时，甘肃渭河上游，四川大渡
河上游，辽宁辽河支流绕阳河，黑龙江
讷谟尔河、乌裕尔河，江西鄱阳湖水系
乐安河、昌江、信江、赣江及支流锦江
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
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针对近期东北地区强降水过程，
应急管理部正跨省区支援应急救援力
量6347人，其中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4800人，工程救援力量500人，排
涝力量1047人、排涝装备680台套、直

升机6架。
当下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

期。该时段内，北方进入主雨季；同时
南海和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进入活跃
期，沿海地区易受台风降水和风暴潮
影响。

据气象部门预报，23日至25日，四
川盆地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四川、
重庆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
雨，24日至25日为降雨集中时段。

23 日上午，水利部向内蒙古、吉
林、黑龙江、江西、四川、甘肃、青海、宁
夏 8 省区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
暴雨洪水防范应对工作，并派出 3 个
工作组分别赴浙江、重庆、四川指导防
汛工作。

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七下
八上”期间我国旱涝并重。松花江流
域东部、辽河流域东部降水将较常年
同期偏多 2 成以上，可能出现较重汛
情和洪涝灾害；松花江流域西部、嫩江
流域、辽河流域西部、海河流域东部、
淮河流域东部、长江流域下游、太湖流
域和珠江流域降水偏多1至2成，需关

注阶段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带来的局地
洪涝灾害。

国家防总此前召开专题会商调
度，研究部署“七下八上”关键期防汛
救灾重点工作。会商强调要突出工作
重点，把流域性大洪水防御作为防汛
工作的重中之重，并重点紧盯山洪地
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
度汛等薄弱环节。

中国气象局日前进一步部署防汛
关键期气象服务工作，提出要充分运
用气象卫星、雷达等现代化监测手段，
科学研判强降雨影响时段和区域，做
好强降雨监测预报预警。同时严格按
照“叫应”标准和流程，适时启动预警

“叫应”，加强与各级水利、应急管理、
自然资源等部门会商联动。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王
章立表示，“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到
来，水利系统全面启动防汛关键期防
御工作机制，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
案“四预”措施，抓实各项防御措施，全
力做好汛情应对。

据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部分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各部门部署“七下八上”防汛工作

新华社太原7月23日电（李
国利 李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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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象 01～03 星主要用于获取
遥感观测数据，提供商业遥感服
务；银河航天灵犀03星主要用于卫
星通信技术验证。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第479次飞行。

一箭四星！
我国成功发射四象我国成功发射四象0101等卫星等卫星

新华社北京7月 22日电（记者
田晓航）记者日前从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获悉，截至2022年底，我国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已建成中医馆
4万余家。

中医馆是指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乡镇卫生院将中医临床科室集中、
相对独立设置的中医综合服务区。为
了方便群众在家门口看中医，近年来，
我国积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
馆建设，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据介绍，2012 年至 2022 年，中央
财政持续支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
镇卫生院中医馆建设，改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中医诊疗服务环境，配置中
医诊疗设备，提高医务人员中医药技

术水平。“十二五”至“十四五”期间，我
国持续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
工程，加强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建设
是其中的重点任务之一。

经过长期建设，我国基层中医药
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来自国家中医药
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乡
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中医诊疗量占
同类机构总诊疗量比例达到22.7%，超
过八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
院能够提供 6 类以上中医药技术方
法。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明
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完成 15%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中医馆

服务内涵建设；在 10%的社区卫生服
务站和村卫生室开展中医阁建设。当
前，我国正多措并举推动基层中医馆

“从有到优”，进一步提升基层中医药
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

据了解，国家中医药局会同国家
卫生健康委制定了《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乡镇卫生院中医馆服务能力提升
建设标准》和《社区卫生服务站 村卫
生室中医阁建设标准》，指导有条件
的地方开展中医馆服务内涵建设和
中医阁建设；国家中医药局正在组织
编写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手册，促进
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
推广。

我国基层中医馆已超4万家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定的《关
于促进汽车消费的若干措施》21日公布，
提出进一步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优化
汽车购买使用管理制度和市场环境，更
大力度促进新能源汽车持续健康发展。

若干措施提出，鼓励限购地区尽早
下达全年购车指标，实施城区、郊区指标
差异化政策，因地制宜增加年度购车指
标投放。鼓励各地加快国三及以下排放
标准乘用车、违规非标商用车淘汰报
废。鼓励各地综合运用经济、技术等手
段推动老旧车辆退出，有条件的地区可
以开展汽车以旧换新。各地落实取消二
手车限迁、便利二手车交易登记等政策
措施。

若干措施明确，加快换电模式推广
应用，积极开展公共领域车辆换电模式
试点，支持城市公交场站充换电基础设
施建设。

在降低新能源汽车购置使用成本方
面，若干措施明确，推动居民小区内的公
共充换电设施用电实行居民电价，推动
对执行工商业电价的充换电设施用电实
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推动提供充电桩
单独装表立户服务。到2030年前，对实
行两部制电价的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
免收需量（容量）电费。

若干措施还提出，加大汽车消费信
贷支持；支持保险公司开发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保险等创新产品。此外，持续缓
解停车难停车乱问题。鼓励各地有效扩
大停车位供给，合理制定停车收费政
策。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设置夜间
道路停车位。 据新华社

多部门出台措施
促进汽车消费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记者 赵
文君）为进一步规范食用农产品市场销
售行为，保障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
监管总局22日发布《食用农产品市场销
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自2023年12
月1日起施行。

办法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有关规
定，将承诺达标合格证列为食用农产品
进货查验的有效凭证之一，并鼓励优先采
购带证的食用农产品；针对群众反映的

“生鲜灯”误导消费者问题，办法增加对销
售场所照明等设施的设置和使用要求；结
合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以个体散户为主
的突出特点，办法按照“警示为主，拒不改
正再处罚”的基本原则设置法律责任，将
部分条款的罚款起点适度下调。

办法强化市场开办者和销售者食品
安全责任，规定市场开办者履行入场销
售者登记建档、签订协议、入场查验等管
理义务和销售者履行进货查验、定期检
查、标示信息等主体责任；明确鲜切果蔬
等即食食用农产品应做好食品安全防
护，防止交叉污染。此外，办法还明确了
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案
件通报和移送制度。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