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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日报讯（记者 许邵庭 陈毓
钊）8 月 20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谌贻琴，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
军分别带队到遵义市、铜仁市调研指
导抗旱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充分做好抗大旱、抗久旱的思想准
备、工作准备，全力以赴做好抗旱救灾
工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提供有力保障。省领导李
睿、陈少波、李再勇参加。

近段时间以来，我省持续晴热少
雨，抗旱形势十分严峻。省委、省政
府派出 5 个防汛抗旱工作指导组到旱
情严重的地区进行指导。谌贻琴来
到旱情比较严重的遵义市，顶着烈
日、冒着酷暑，深入田间地头、河渠水
库、农户家中了解旱情。她十分牵挂
基层群众饮水安全，在桐梓县高桥镇
火石村、汇川区板桥镇大沟村实地察
看人畜饮水等保障情况，看望慰问受
灾群众，仔细询问大家有没有水喝、
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得知村民的
饮用水都有保障、并自觉节约用水
时，她十分欣慰，勉励大家在当地党
委、政府的带领下，坚定信心、互相帮
助、共渡难关。她叮嘱当地干部要全
面动态摸排群众饮水情况，特别是要
有效保障低保特困对象、留守儿童、
鳏寡孤独等特殊群体饮水需要。在
桐梓县高桥镇红粱基地、汇川区板桥

镇大沟村，谌贻琴认真查看农作物受
灾情况，强调要采取多种方式广辟水
源，落实节水灌溉和抗旱保墒措施，
确保重灾区少减产、轻灾区不减产、
非灾区多增产。看到保险公司正在
开展理赔工作，她要求不折不扣落实
好保险政策，加快理赔进度，确保群
众利益不受损。汇川区泗渡镇麻沟
水库为中型水库，保障了周边农田灌
溉和灌区内的人畜饮水。谌贻琴来
到水库边，仔细询问蓄水、调水和群
众生产生活用水保障情况，强调要按
照“先生活、后生产，先节水、后调水，
先地表、后地下”原则，统筹安排好生
活、生产和生态用水，更好发挥水利
工程蓄水供水的最大效益。

调研中，谌贻琴强调，全省各级
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
前抗旱救灾的严峻形势，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细抓实抗旱救
灾各项工作，努力把旱情对群众生产
生活的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要因
地制宜采取调水、提水、送水和临时
性转移安置等特殊措施，全力确保群
众饮水安全，不漏一户一人。要抓住
有利时机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充分挖
掘水利工程调蓄能力，强化江河湖库
水量综合调配，千方百计增加供水水
源。要加强农业减灾技术指导，强化
田间管理，做好秋收秋种工作，积极
组织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确保抗
旱夺丰收、秋粮不减产。要坚持标本

兼治，加快干旱缺水地区水网建设，
着力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抵御旱
情的能力水平。要加强监测预报预
警，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严防发
生森林火灾，有效防范山洪、滑坡、泥
石流等次生灾害。全省各级领导干
部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要坚决扛起
抗旱救灾重大政治责任，以“时时放
心不下”的责任感，把眼睛瞪得大大
的，深入一线、靠前指挥，不折不扣推
动抗旱减灾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各
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加
强督促指导，严明工作纪律，齐心协
力抓好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铜仁市部分地区旱情严重。李
炳军来到松桃自治县盘石镇桃谷坪
村，随机走进群众家中，了解供水储
水情况，叮嘱当地要始终把群众饮水
安全摆在抗旱工作的首位，想尽一切
办法，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需求。
看到消防队正组织为村民送水，他与
村民们深入交谈，询问他们生活用水
有没有保障、种的作物受多大影响，
鼓励他们在党委、政府帮助下，想办
法克服旱情，减少因灾损失。李炳军
向消防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和慰问，希
望他们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帮助受灾
群众渡过难关。来到万山区茶店街
道梅花水库，李炳军实地了解水库库
容、蓄水保水和灌溉区域情况，强调
要科学合理调配江河、水库等各类水

源，加强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做好抗大旱、抗久
旱的准备。在松桃自治县长兴堡镇
白果村、万山区茶店街道梅花村烂泥
山组，李炳军走进田间地头，仔细察
看水稻、玉米、辣椒等农作物生长情
况，与种植户深入交谈。得知部分作
物面临减产甚至绝收，他要求充分发
动干部群众，千方百计寻找水源、完
善水网，增加临时性输送水措施，抢
抓时机加强人工增雨作业，尽最大努
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对因受灾
造成生活困难的群众，要采取针对性
措施帮扶，坚决杜绝因灾返贫。要加
强宣传引导，避免因焚烧作物秸秆等
引发山火。调研中，李炳军说，这次
旱情充分暴露出我省水利基础设施特
别是水网建设的短板。各地要立足实
际，把应急措施与长远举措结合起来，
加快建设一批重点水源、山塘水库、引
调水设施，加快建设和完善贵州“大水
网”，提高水资源配置和利用能力，从
根本上解决工程性缺水和区域性水资
源短缺问题，避免和减少因降水时空
分布不均带来水旱灾害。要大力开展
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田整治，切实改
善灌溉条件，因地制宜推进连片耕种，
提升农业机械化、社会化服务水平，提
高劳动效率和粮食生产能力，更好保
障粮食安全。

遵义市、铜仁市和省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参加。

谌贻琴李炳军在调研指导抗旱救灾工作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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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做好抗旱救灾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凯里、剑河、榕江等县市迅速发动镇村干部、志愿者
和镇专职消防队员组成抗旱应急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
生产自救，帮助农民群众做好抗旱保灌，确保粮食稳产稳收；

——施秉、岑巩、天柱、锦屏等县投入抗旱队伍和洒水
车，组织抗旱服务队为群众运水，解决高坡农作物缺水问题；

——雷山县大塘镇两洋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 10 余名
党员群众，冒着酷暑为村里寻找水源、修建储水池及填埋铺
设管道，解决了全村 100 余户群众饮水困难问题。

……
旱情就是命令！州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 8 月 16

日 17 时起启动抗旱Ⅳ级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严格落实“四
早”工作机制，加强应急值守，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监测
预报预警，靠前指挥调度，县（市）、乡镇（街道）组建抗旱抢险
队伍开展送水、供水、保水和农作物抢收等抗旱救灾工作，全
力保障城镇供水、农村人畜饮水安全和农业生产灌溉用水。

“消防队给大家送水来了，大家带好桶到坝子集中接
水。”8 月 17 日，三穗县良上镇良上村党总支书记万继德在展
牛坡自然寨挨家挨户敲门通知。在送水现场，消防队员依次
给群众的水桶接满饮用水，对于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直接
将饮用水送上门，解决了群众的用水之急。连日来，受持续
晴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三穗县部分地区出现用水暂时性短
缺现象，为解决农业生产用水和农村人畜饮水困难，该县组
织党员干部、民（辅）警、消防队员到台烈镇小台烈村、八弓镇
泥山村等临时性缺水村寨为群众浇灌农作物和送水入户，全
力以赴保障群众生活用水和农业生产用水。

雷山县郎德镇乌瓦村迅速成立抗旱保水促振兴服务队，
组织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及党员团员、村民小组组长、护林
员近 30 人，迅速维护水源、输水管道及水池管护，确保饮水
畅通及时，同时指导帮助群众做好保水抽水保苗的相关工
作。8 月 20 日，142 地质队相关技术人员深入乌瓦村实地了
解来水量、海拔、气压、地质构造等情况后，初步编制具体方
案申报。

麻江县水务局党组积极组织党员干部赴各乡镇（街道）
开展旱情排查，对出现灾情地区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科学合
理调配利用水资源，最大限度保证农业灌溉用水，减少群众
损失。目前，该县各级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户安装
活接管件，县水务局党组已累计提供抗旱汽油抽水泵 3 台、
潜水泵 15 台、离心式清水泵（柴油泵）15 台、水带 3800 米，发
放到六堡村、摆沙村、高枧村、乐埠村、卡乌村、坝芒乡解决近
133.4 余公顷农田灌溉问题。

台江县革一镇抗旱服务队党员干部、志愿者积极帮助群
众抗旱，县消防车摇变为“流动送水车”，党员干部成为“送水
员”。目前，该县累计发放抽水机 170 台，组织抗旱服务队 83
组次、657 人次，投入发电机 1 台、2KW 发电机（含照明灯）9 台、手抬机动泵 14
台、抽水泵 20 台、抽水机 170 台、水带 560 盘，出动送水车 137 辆次。

连日来，丹寨县水务局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县域各大水库、水电站以及山塘中
来回穿梭，现场监测水位变化，实地跟踪了解水库的实时储水量。“今年特别干
旱，我这些天都来看田，什么时候都有水，我家田里的水稻长得很好，全靠这里
的水库，以后天干也不操心了。”兴仁镇台辰村村民王登兰说，国家政策好，给他
们修建水库，保证农作物灌溉用水，自己不再像以前那么操心田里会干旱。截
至 8 月 20 日，全州共组织抗旱服务队 844 组次、15230 余人次，投入抗旱资金
231.76 万元，投入抽水机、手抬机动泵、抽水泵、消防机动泵等抗旱设备 1441 台，
出动送水车 252 辆次，保障群众饮水 5295 人次，组织干部为群众浇灌农田约
1692.3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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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铁源 朱庚奇）进
入暑期以来，我州各地旅游呈现“多
点开花、持续火爆”的态势，全域旅
游产业链条日趋完整。

这些天，丹寨县兴仁镇甲劳村正
在 举 办 一 年 一 度 的 苗 族 传 统 节 日

“爬坡节”，每天都有上千名苗族同
胞 身 着 节 日 盛 装 齐 聚 一 堂 欢 庆 节
日。浓厚的节日氛围也吸引了众多
外地游客深入大山，一睹它的芳容。

“这里有苗族的各个支系，苗族
同胞穿着盛装，觉得很华丽，这一次
来觉得很值得。”游客熊兴忠说。

“今天看到他们的服饰很漂亮，
也很有特色，舞步很有节奏，我在旁
边看，脚都跟着跳起来了。”游客王
洪芬说。

暑期以来，高温天气持续，在天

柱县凤城街道团结村巴州寨，游客
们三五成群玩水嬉戏。近年来，当
地村民抓住乡村旅游的发展机遇，
用 13.3 余公顷荒地入股建设了泳池、
烧烤棚、游乐场等基础设施，吸引了
大量的避暑游客。

“特别到夏天热的时候都会带一
家人到这里来避暑，小孩来到这个
地方，能够增加一些乐趣。”游客吴
桂连说。

“ 这 边 环 境 很 好 ，山 清 水 秀 ，确
实是旅游度假的好去处。”游客唐亚
丽说。

在乡村旅游持续火爆的同时，我
州的各个景区景点也迎来了一波又
一波旅游高峰。在施秉县杉木河漂
流景区，清澈的河水、凉爽舒适的环
境让前来漂流的游客赞叹不已。

为 保 障 游 客 安 全 ，该 景 区 在 严
格 落 实 常 态 化 疫 情 防 控 措 施 的 前
提 下 ，不 断 提 升 景 区 接 待 服 务 水
平 ，为 游 客 提 供 一 个 安 全 、有 序 的
旅游环境。

“我们一共是 30 个护航员，每天
除了站看人员 14 人以外，剩余 16 人
下午四点半就对船只进行充气，保
持可用船只 1700 艘左右，能够让客
人顺利进行开漂。”杉木河漂流景区
护航队队长罗斌说。

虽然暑期已接近尾声，但雷山县
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的旅游热度依旧

不减，在景区的田园观光区里，绿野
沃田间飘来阵阵稻香，不少游客在
这里拍照、游玩，畅游美丽苗乡。

随着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旅
游逐渐回暖，经营户们也高兴了起
来。西江镇平寨村村民陆胜东告诉
记者，自今年 7 月以来，他们经营的
稻田竹筏体验项目每天营业额保持
在 1000 元左右，收入十分可观。

“暑假期间这个项目赚了两万多
元。”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竹筏体验项
目经营户陆胜东说。

“西江苗寨特别的美丽，人都特
别的好客，体验感很好。”游客王润
泽说。

据统计，今年暑期以来，西江千
户苗寨景区共接待游客 729617 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9032.07 万元。

我州暑期旅游持续火爆 全域旅游“多点开花”

午后的阵雨来去匆匆，稀疏的蝉
鸣和蒸腾的大地提醒着农家，一年中
最热的时节已经来临。趁着天晴，贵
州省台江县革一镇革一村田坝片区村
民张洪丽，带着一家四口匆匆前往相
邻的屯上片区。在那里，一年一度的
篮球赛已经开打。

露天球场的水泥看台已涌入不少
观众，张洪丽为孩子们找了个背阴的
座位。“等晚上人多的时候，我们一家
只能轮流上厕所，就怕位子被占了。”
张洪丽说，篮球赛从下午开赛，一直打
到凌晨两三点，看得十分过瘾。

最近一个多月，台江不少乡镇都
在举办篮球赛。这些比赛不仅受到当
地 村 民 热 捧 ，还 在 网 络 上 引 发 了 热
议。在知名视频平台哔哩哔哩上，球
赛的短视频引发上万人发弹幕评论。

台江县有“天下苗族第一县”之
称。半个多世纪前开始，为了庆祝农
作物成熟，当地群众在每年农历六七
月 间 举 办 体 育 赛 事 ，并 一 直 传 承 至
今。举办经费来源于村民集资，参赛
球员大都是当地农民，赛事奖品则是
黄牛、山羊等农特产品。如今的苗乡
篮球赛依然由村民自发组织，不过环
境已大不相同。

“小时候，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
才能去到最近的赛场看球；长大了，自
己和姐妹们在水泥硬化过的院坝打
球；结婚后，带着孩子坐在灯光球场看
球。”张洪丽的三句话总结了她与苗乡
球赛的缘分。

她说，虽然缺乏专业训练，球技也
并不突出，但这项由村民组织、不收门
票的比赛，凝聚了村民对家乡的认同
与热爱。

一阵阵“呼呼”的声浪席卷而来，
一声声“好球”将气氛带向高潮。球场
上，高分贝的喇叭传出现场解说员杨
鹏的声音，他轮番用普通话、方言、苗

话进行解说。
平 日 里 ，杨 鹏 在 建 筑 工 地 做 木

工。“篮球季”到来后，他便和镇里几位
篮球爱好者自告奋勇担任篮球赛的解
说员。“在这里，没有主客队之分，大家
只为优秀的球员喝彩，每个人都乐在
其中。”杨鹏说，“我们的比赛没有门
槛，就算打不了正式比赛，每个人也都
有上场的机会。”

休息时段，面向观众的三分球投
篮赛开始了。有的村民早已跃跃欲
试，有的孩子在家人鼓励下上场，似乎
有些不好意思。投中的接受众人的欢
呼，没中的做个鬼脸笑笑离开。这是
属于每个参与者的半分钟，站在三分
线前，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

杨鹏拉着 6 岁的儿子杨子博上场
了。杨子博接过篮球，拍了几下，然后
稳稳地将球投入篮筐。进球后，父子
俩击掌相庆，也赢得全场喝彩。

夜渐渐深了，火热的气氛从场内烧
到场外——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比赛，很
多人都需要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场外
的空地上摆满了小吃摊，部分刚下场的
球员吃着烤串补充体力，孩子们踮着脚
尖挤在冷饮摊前嚷着让父母买单。

在赛事季，当地政府专门划出几
十个摊位，让村民售卖小吃。一位卖
冰粉的“00 后”摊主告诉记者，除了要
缴纳一点卫生维护费之外，她不用向
组织方缴纳其他费用。

她半开玩笑地说，希望桶里的冰
不要那么快融化，希望自己的手速能
再快一点。“虽然这几天凌晨四点才能
睡觉，不过也不觉得累。你们不来，我
们哪有生意。”

深夜刮起一阵阵微风，白天的暑
气渐渐消退。摊点的炭火和场内的欢
呼声却持续拉高参与者的兴奋度，赛
事就这样悄然进入了下一个比赛日。

（新华社贵阳8月20日电）

“小”篮球激起贵州苗乡“大”热潮
○ 新华社记者 崔晓强 周宣妮 赵昭

入秋以来，从江县

岜沙景区吸引众多游

人 前 来 避 暑 体 验 民

俗。暑期接近尾声，当

地在做好防疫的同时，

推出一系列暑期旅游

优惠政策并发放文旅

消费券，多端发力做旺

市场人气，旅游持续升

温。

图 为 游 客 在 岜 沙

苗寨体验民俗活动。

（通讯员 石宏辉 摄）

坚 持 人 民 至 上 生 命 至 上
—— 近期防汛抗旱工作综述

（详见第三版）

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阔步迈进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新时代网络强国建设成就

（详见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