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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减轻旱情的不利影响
长江流域部分省份抗旱保灌工作扫描

助力我省数字经济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第五届“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
江西区域赛“5G+数字化治理”行业赛闭幕

8月 15日，第五届“绽放杯”5G应用
征集大赛江西区域赛“5G+数字化治理”
行业赛决赛在南昌落下帷幕。

本届大赛由江西省科技厅主办，江
西电信、中国信通院江西研究院承办，旨
在挖掘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5G优秀案
例，加快普及 5G 规模化应用，助力我省
数字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大赛共收到申报项目 110 个，经过
激烈角逐，最终遴选出一等奖 3名、二等
奖 7 名、三等奖 11 名，优秀奖 14 名。其
中，“5G+消防大数据应用平台”“基于
5G 的无人机消防灭火系统应用研究”

“5G+AI防诈打猫项目”荣获一等奖。
（肖霞）

●近期，南昌市西湖区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大队针对市场内违章搭建、占道
经营、无证设摊、乱停乱放等问题开展集
中整治。根据整治小组的工作要求，所
有机关干部全力支援，执法队员们早上7
时集合，一直工作到晚上11时。经过大
家的共同努力，市场环境得到了有效提
升。 （章澄清壹）

●8 月 16 日，江西省聚乾鲲环保有
限公司两名工作人员，对南昌市榕门路

“六小行业”商户店内油水分离器分离的
油污、杂质、残渣以及餐厨垃圾进行回
收，实现了城市污水零直排和餐厨垃圾
分类处理，这得益于南昌市东湖区城管
执法大队创新推出的油污“定期收运”新
模式。 （王红）

●南昌市豫章派出所积极推进“一
室两队”改革，设置综合指挥室、社区警
务队、案件办理队，健全完善相应工作机
制和管理制度，着力解决警力资源分散、
警务工作被动应付、科技化应用水平不
高等问题，增强了派出所综合战斗实体
功能。 （陈洪庆）

□简讯

今年 6月中旬以来，长江流域降水
由偏多转为偏少，8月上旬长江流域降
水量较多年同期均值偏少 60%以上。
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长江中下游
干流水位较历史同期大幅偏低，沿江多
地出现不同程度旱情。记者深入湖南、
湖北、江西等抗旱保灌一线了解到，各
地因地制宜，通过积极实施人工增雨作
业、加强引水保灌溉、做好水资源管理，
减轻干旱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给群众带来‘及时雨’”

抓住有利条件，积极开展人工增雨
作业，成为各地的共同选择。

这些天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气
象局人工增雨外场作业小队一直在“追
云”。

队长喻莎说，7月8日以来，平江县
区域性高温天气已持续 36 天，气象干
旱快速蔓延，按气象干旱综合指数评
估，平江当前为中旱。

“我们要跟着云跑，抓住有利条件，
给群众带来‘及时雨’。”喻莎告诉记者，
作业小队在各乡镇蹲守，县气象台的值
班员根据气象雷达实时监测，分析县域
内哪个区域的上空有对流天气开始发
展，云层开始加厚，就马上通过电话指
挥作业小队前往开展人工增雨。

据了解，截至 8 月 16 日，喻莎和同
事们已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4次，人影烟

炉作业5次，降下中到大雨4次，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平江县的干旱。

“政府引来了‘抗旱水’”

作为全国主要的双季稻产区，长江
中下游地区的晚稻栽插已经完成，晚稻
正处于需水高峰期，目前是粮食生产保
产、稳产的关键时期。湖南、江西、湖北
各地通过加强引水保灌溉、科学管理用
好水，努力减少旱情带来的损失，保障
粮食丰收。

看着清水流进稻田，宜春市袁州区
辽市镇丰林村的种粮大户彭小兵高兴
地说：“幸亏政府引来了‘抗旱水’，不然
我这十几亩缺水的晚稻就完了。”

彭小兵今年流转了 660 亩田种水
稻。高温少雨天气持续，眼看稻田就要
开裂，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村干部
了解情况后，经过现场勘察，马上将情
况报给镇政府。镇里先调度山塘和小
水库的水进行灌溉，发现水量不足，又
跟飞剑潭水库管理局联系放水。针对
地势高的稻田，镇里还调来了抽水机，
全力解决农作物用水需求。

8月13日，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多
个乡镇出现不同程度的用水困难现象，
竹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出动，为 800
余户3500位村民送水110立方米。

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有关负责人
介绍，连日来，全省消防部门已累计出

动消防车辆 88 台次，为 26 个乡镇、180
余个村庄送去生活用水 2000 余吨，有
效缓解6900余人次的用水难问题。

“不浪费每一滴水”

据水文、气象部门最新预测，8月中
下旬长江流域降水仍偏少。预计未来
一周，长江流域除局部有小雨或中雨
外，绝大部分地区仍将维持高温少雨天
气，流域发生较大范围干旱的风险持续
增加。

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专家建议，要科
学精细调度控制性水库群，强化与电力
部门沟通协调，科学优化细化调度方
案，充分利用好每一方水资源，全力发
挥流域水库群综合效益，有针对性地做
好抗旱指导工作。

在鹰潭市余江区平定乡蓝田村的
高标准农田里，村民潘国发正忙着对喷
灌管道逐一检修。因为有了喷灌设施，
农田里的晚稻在高温少雨天气里依然
吸足水分，长势茁壮。

“喷灌设施水的利用率可达95％以
上，不仅节约了水资源，还可与施肥喷
药相结合，节省人工、提高效率。”余江
区白塔渠管理局党总支书记陈国有说，
通过不断加大节水设施、节水技术的推
广力度，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能
积极有效应对当前的旱情。

（据新华社）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鄱阳湖水位
持续走低。8月17日，记者在鄱阳湖入
长江口看到，往日宽阔的湖面上，如今
出现大片黄色滩涂，航道变得狭窄。

江西省水文部门监测显示，8月17
日8时，长江湖口站水位为10.18米，较
往年同期偏低6.42米。鄱阳湖标志性
水文站星子站水位为10.29米，较往年
同期偏低6.37米。湖区通江水体面积
803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097
平方公里。

8月16日16时，江西省防办启动抗
旱Ⅳ级应急响应，江西省应急厅、省水
利厅同步启动抗旱Ⅳ级应急响应。

据统计，当前，江西省已有上饶、抚
州、鹰潭3个设区市，贵溪市、余江区、

鄱阳县、万年县、余干县、资溪县、宜黄
县、南城县、乐安县、东乡区、仙女湖区
14 个市县（区）启动抗旱Ⅳ级应急响
应。据统计，7月15日-8月16日16时，
全省各地市已投入抗旱资金 38754 万
元、投入抗旱人数65万人。

江 西 省 气 象 部 门 预 计 ，8 月 17
日-23 日，受副高控制，江西省维持晴
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可达
37-40℃ ，其 中 赣 北 赣 中 局 部 可 达
40-41℃。8 月 24 日-26 日，受弱冷空
气影响，全省多云间晴天，部分地区午
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高温天气有
所缓和。8月27日-31日，副高加强，全
省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

（记者 金婉）

8月16日，游客徒步石板桥，登临鞋山岛游玩。连日来，受持续晴热高温少雨天
气影响，鄱阳湖水位迅速下降，鞋山岛周边滩涂变草原

□防旱抗旱进行时

鄱阳湖通江水体面积较去年同期减少2097平方公里

永修抗旱见闻
8 月 16 日，早上 6 时左右。九江市

永修县三角乡，一股大水流从修河上游
涌来。看着水面渐渐变宽、河水缓缓涌
入新挖的取水渠，三角乡乡长徐云平大
声喊道：“启动水泵！”

取水渠尽头，彭家闸提灌站中传出
水泵的轰鸣声，取水渠中的水进入提灌
站后，变为一股强劲的水流涌入岸边的
主灌渠。

7月以来，永修县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
少约六成，当地发布干旱橙色预警信号。

紧邻修河的三角乡是永修县的产
粮大乡，不少地方灌溉用水需经二次提
灌才能进入田间。由于修河水位下降，
乡里两个大型一级提灌站中的彭家闸
提灌站，取水口离水面有三四十米远。

15日下午，徐云平接到通知：上游
水库将放水。他马上带人到彭家闸提
灌站附近实地察看，发现即便放水，河
水也到不了取水口。经研究，他们做出
了马上挖一段新取水渠的决定。

10米、50米、90米……两台挖掘机不
停挥舞着“大臂”，从两个方向朝中间开挖。

16 日早上 5 时左右，一条长约 200
米、宽约4米、深约2米的取水渠出现在
河道中。不到一个小时后，上游水库放
的水来了，经取水渠进入提灌站。

看着河水流入稻田，今年种了 500
多亩水稻的永修和家荷园专业种养合
作社负责人徐绘高告诉记者，虽然遭遇
干旱，但最近农田里一直有水，水稻长
势良好，产量尚不会受影响。

根据预报，未来几天高温少雨天气
仍将持续。永修县副县长袁扬勇说，他
们将通过提水灌溉、打机井、人工增雨
等举措，努力确保不发生大面积旱情。

（据新华社）

自2025年秋季起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不再使用“函授”“业余”名称
记者 17 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

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
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要
求自2025年秋季起，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不再使用“函授”“业余”的名称，统一为

“非脱产”，主办高校可根据专业特点和
学生需求等，灵活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形式教学。

根据实施意见，主办高校应根据社会
需要和自身办学定位、办学条件，遵循聚
焦特色、控制规模、保证质量的原则，举办
相应的学历继续教育，强化学历继续教育
的公益属性，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普通高
校举办的学历继续教育统一通过成人高
考入学，统一专业教学基本要求，统一最
低修业年限，统一毕业证书。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