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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 乐
文婉 王春燕 李春宇）由 42 位奥运冠
军领衔的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13 日成立。他们将参加 30 个大项 42
个分项236个小项的比赛，这也是中国
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小项数最多的一
届奥运会。

剑指巴黎，这是一支精锐尽出的队
伍。中国队在乒乓球和跳水项目的统
治力毋庸置疑，将在巴黎力争包揽全部
金牌。

国乒队长马龙将向自己的第六枚
奥运金牌发起冲击；世界排名第一的孙
颖莎将身兼女团、女单和混双三项，她
将与男单世界第一王楚钦去弥补东京
奥运会国乒错失混双金牌的遗憾。

中国队向来是奥运会跳水项目的
“金牌收割机”。从1984年参加洛杉矶
奥运会以来，中国跳水队共拿下 47 枚
奥运金牌，但尚未实现包揽全部金牌的
壮举。本届奥运会，拥有5位奥运冠军
的中国跳水队期待满载而归。

中国举重也是奥运会的“金牌大
户”，东京奥运会上曾勇夺7金。由于
赛制调整，中国举重队此番只能派3名
男子运动员和 3 名女子运动员出战巴
黎奥运会，但队伍誓用王者霸气在巴黎
展现中国力量。

这是一支勇攀高峰的队伍。多名
中国队运动员手握世界纪录或世界排
名第一，他们雄心勃勃，一往无前。

2023 年，覃海洋在福冈游泳世锦
赛以 2 分 05 秒 48 的成绩改写男子 200
米蛙泳世界纪录，今年2月他又在多哈

游泳世锦赛以46秒80的成绩打破男子
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今年4月，奥运
新兵刘焕华在举重世界杯上赢得男子
102公斤级挺举和总成绩两枚金牌，并
刷新这两项世界纪录；而在世界羽联最
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中国羽毛球队在
五个奥运项目中有四项排名第一。

巴黎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还在多
个项目中成为唯一或少有的满额参赛
的队伍。国羽是唯一一支在全部五个
单项上实现满额参赛的队伍；中国射击
队是为数不多拿满步手枪10个小项参
赛席位的队伍；中国女子拳击队是全球
3个满额出战的队伍之一……以“集团
军”出战的中国队，将以昂扬的斗志，在

巴黎奥运的赛场上砥砺前行。
这也是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滑

板、攀岩、霹雳舞、自由式小轮车等新兴
项目进入奥运会，让更多年轻人有了新
的奥运梦想。11岁的滑板运动员郑好
好是代表团中年纪最小的运动员，刚刚
小学毕业的她，将在巴黎协和广场腾空
一跳，去实现最美好的人生梦想。

郑好好之外，还有 16 岁的游泳运
动员高唯中、18 岁的霹雳舞运动员刘
清漪……越来越多的“00后”，乃至“10
后”中国运动员与前辈们一起，踏上奥
运的征程。

奔赴巴黎的号角已吹响，中国体育
健儿将再次逐梦奥运。

42位奥运冠军领衔出征巴黎

中国体育健儿再次逐梦奥运

7月13日，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新华社记者 丁旭 摄

应对“七下八上”汛情

水利系统将全面启动
防汛关键期工作机制

新华社北京 7月 14 日电（记
者 刘诗平）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
14日表示，从7月16日开始，我国进
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7 月 16
日至8月15日），水利系统将全面启
动防汛关键期工作机制，进一步加
强“四预”措施，强化流域水工程统
一联合调度，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
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
等工作。

王宝恩当日在水利部举行的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有关情况新
闻通气会上说，从历史资料分析，

“七下八上”期间，全国洪水多发频
发，容易发生流域性洪水。据预测，
今年“七下八上”期间，我国旱涝并
发、涝重于旱，暴雨洪水等极端突发
事件趋多、趋广、趋频、趋强，致灾影
响重，形势严峻复杂。

据介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
关键期后，水利系统将全面启动防
汛关键期工作机制，防御意识、机
制、节奏、措施全面与关键期要求相
匹配。实行水利部部长“周会商+
局地暴雨会商+场次洪水会商”机
制，部领导逐日主持会商；水利部相
关干部职工全面进入防汛关键期工
作状态；加密监测预报、风险研判和
靶向预警，强化信息报送、调度指
挥、指导支持各项措施。

今年我国旱涝并发，汛情和旱
情呈现发生“早”、量级“大”、时间

“长”、发展“快”等特点。入汛以来，
珠江、长江、太湖、淮河等流域大江
大河大湖发生了 20 次编号洪水，华
北、黄淮等北方地区发生严重旱情。

“当前，太湖第 2 号洪水、淮河
第 1 号洪水正在发展，长江第 1 号、
第 2 号洪水仍处于演进过程中，湖
南华容县团洲垸险情后续应急处置
还在持续，防御工作须臾不能放
松。”王宝恩说。

水利部提醒社会公众、各地和
各有关部门，进入“七下八上”意味
着今年防汛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要
紧绷防汛这根弦，做好各项防范应
对准备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 潘
洁）国家统计局 12 日发布数据显示，
2024 年 全 国 夏 粮 总 产 量 14978 万 吨
（2996 亿斤），比上年增加 362.7 万吨
（72.5亿斤），增长2.5%。其中小麦产量
13822 万吨（2764 亿斤），比上年增加
365.8万吨（73.2亿斤），增长2.7%。全国
夏粮获得丰收。

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1个产
量有所增加，特别是河南上年因灾减产

263.0万吨（52.6亿斤），今年恢复性增产
235.6 万吨（47.1 亿斤），占全国增量的
65.0%。山东、江苏、安徽、河北等夏粮主
产区分别增产42.4万吨（8.5亿斤）、23.3
万吨（4.7 亿斤）、18.5 万吨（3.7 亿斤）和
14.4万吨（2.9亿斤）。

夏粮播种面积保持稳定，2024 年
全 国 夏 粮 播 种 面 积 26613 千 公 顷
（39920 万亩），比上年增加 4.5 千公顷
（6.8 万亩）；夏粮单产有所增加，2024

年全国夏粮单位面积产量 5628.0 公
斤/公顷（375.2 公斤/亩），比上年增加
135.4 公斤/公顷（9.0 公斤/亩），增长
2.5%。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分
析，气象条件总体有利、生产条件持续
改善、单产提升工程初见成效，是夏粮
单产增加的主要原因。各地深入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
服务，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

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细化小麦
单产提升各项关键要素，积极推广小麦
高产稳产、抗倒抗病品种，落实深翻整
地、适深精播等措施，多措并举提高单
产水平。

“2024 年我国夏粮获得丰收，为稳
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扎实基础，为巩
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王贵荣
说。

总产量达2996亿斤

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丰收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 樊
曦）记者 12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
计发送旅客 20.96 亿人次，旅客周转量
完成 7779.52 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18.4%、14.1%，均创历史同期新高。目
前，我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和周转量等指
标稳居世界首位。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
和普速铁路资源，用好上半年新开通的
池州至黄山高铁、兰州至张掖高铁兰州
至武威段等新线能力和京广高铁全线

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成果，精心制定
列车开行方案，加大客运能力投放，全
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10256
列，同比增加882列、增长9.4%。

此外，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
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
需求，采取增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
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增加
热门方向和区段能力，圆满完成春运和
清明、“五一”、端午小长假运输组织，较
好地服务了旅客假期出行；加强跨境客
运组织，在京港、沪港间开行夕发朝至高

铁动卧列车，在中老铁路增开中国西双
版纳至老挝琅勃拉邦2列国际旅客列车，
恢复开行中国呼和浩特至蒙古国乌兰巴
托国际旅客列车。上半年，广深港高铁
累计发送跨境旅客758.7万人次、同比增
长 72.4%，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
11.7万人次。拓展消费新场景，服务旅
游经济、银发经济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
路，大力开行旅游列车789列，同比增长
20.3%。保持普速旅客列车开行规模，开
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保
障铁路运输的普惠性、均衡性、可及性。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突破20亿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