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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推进国
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系统
部署。其中针对公共安全治理机制，

《决定》提出“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
量，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一直备
受关注。今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
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
今年的全国防灾减灾日也将目光聚焦
基层，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急——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

“基层是防灾减灾救灾的第一线，
强化基层应急能力建设，对于提高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灾害评
估部主任吴玮认为，基层社区、村镇等
是灾害发生时的直接受影响区域，也

是最早接触和应对灾害的层级。必须
强化基层的应急基础和力量，这样才
能够确保在灾害初期，能够迅速、有效
地进行应对，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在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灾害
信息部主任张云霞看来，当前，全球气
候变暖进一步增强了灾害的极端性、
异常性和不确定性，灾害风险呈现进
一步加剧态势，加强基层应急力量建
设至关重要且迫在眉睫。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方着眼基层应
急管理能力建设，持续推动应急管理工
作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关口前移。

应急管理部印发《乡镇（街道）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参考》《村（社区）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参考》；建设全
国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实现地方
基层的灾情快速上报；福建将建设100
个应急避灾点、100个基层应急指挥服
务站等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北京平

谷区在 272个行政村组建农村志愿消
防队……

“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进全国灾害
信息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灾害信息
员第一现场哨兵作用。”应急管理部救
灾和物资保障司司长陈胜介绍，目前，
我国已经建成覆盖全国的省、市、县、
乡、村五级灾害信息员队伍，共有 100
多万人，全国乡镇以上灾害信息员年
均统计报送数十万条灾情信息。

面对《决定》新要求、灾害新形势，
如何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提升
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专家认为，要紧
紧围绕党中央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做
好理顺管理体制、完善工作机制、健全
保障机制、强化对基层干部教育培训
等方面的工作。

吴玮表示，要强化党对基层应急
工作的领导，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
层应急管理新格局；推动形成隐患排

查、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及时处置闭
环管理，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完善应急
物资、力量、装备等调配工作机制；加
大基础性投入，配齐配强应急救援力
量；加强科普教育，提升社会公众风险
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推进基层
应急信息化和设施设备建设等。

乡镇是应急管理的“最后一公
里”。“要健全乡村应急组织体系，建强
乡村应急人员队伍。”张云霞说，要理
顺乡级应急管理职责，夯实乡级应急
管理机构，落实专兼职工作人员，切实
提升乡村两级干部队伍科学应对自然
灾害的能力和本领。

此外，要发挥市场机制在基层应
急基础和力量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鼓
励行业协会、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和保
险机构参与风险评估、隐患排查、预案
编制、应急演练、教育培训等活动。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如何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
新华社记者 周 圆

（上接第1版）
自1949年建厂至今，红星始终坚

守纯粮固态发酵工艺，完整继承并传
承了传统纯粮固态发酵酿造技艺。
截至目前，红星旗下26款主流产品均
获得“纯粮固态发酵白酒标志”认证。

手握纯粮酿造的筹码，红星更是
潜修酿造技艺，在沿袭古法的同时，
结合前沿技术不断优化。在对传统
酿造工艺进行持续研究和解析的过
程中，将原酒酿造过程全面梳理为
45 道工序、102 个环节，并将每个环
节的关键参数量化为数字标准，由此
提炼出 398 项工艺标准。

坚持纯粮酿造与固守传统工艺，
时间精进了红星的酿造标准，却从未
改变其对品质的坚守，并成为纯粮固
态酿造的坚守者。

创新，自动化引领“生产节拍”

基地酿造二车间，一个个窖池整
齐排列，蒸球、甑锅等设备纵横交
错。而在这个建筑面积达1.8万平方
米的酿酒车间内，唱主角的是智能行
车、自动导引运输车、发酵槽车、装甑
机器人、自动摘酒系统等自动化设
备，“只闻机器响，不见人奔忙”已成
常态。

发酵槽车来回穿梭，原辅料被自
动输送，经过机械制酒，清香的酒液
从甑桶流出，装甑机器人、自动摘酒
等高科技自动化设备紧随其后，将白
酒送入立体库，机械制酒工艺的魅力

在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原辅料自动输送是我们能看到

的一部分，很多创新并不是眼睛能直
观看得到的。”红星二锅头酿造基地
设备经理彭兴永说，传统酿酒工艺难
以准确控制发酵过程中的温度与湿
度，为解决这一问题，红星二锅头酿
造基地通过种曲机、圆盘制曲机、全
自动发酵罐、自动化控温大曲培养为
酒曲提供稳定的环境，保证原酒风味
一致。

采用圆盘制曲实现了自动控温、
控湿，为微生物培养提供了洁净、适
宜的环境；通过自动化、数字化控温
大曲培养节约人力约 75%，实现单位
面积产能提升 75%；采用清蒸清烧酿
酒工艺，节约现场物料输送及吨酒
耗汽 35%；通过优化机械制酒工艺，
实现多种微生物单独培养、共同发
酵，提升了机械化制酒的醇厚、丰满
度……说到这些创新，作为设备经理
的彭兴永不无自信：“我们的制酒装
备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

将北京二锅头传统酿造工艺通
过智能化手段得以实现，其中藏着很
多意想不到的“黑科技”。为了把好
原料关，引入自动扦样机，180度旋转
的机械臂可在车箱内任意位置随机
取样，通过以国标参数为基准的近红
外光谱进行质检，确保粮食达到入库
标准。

制曲车间的科技翘楚当数连蒸
设备，可自主设定配料、蒸煮、摊晾参

数，从原辅料下料到蒸煮摊晾实现一
键启动全过程自动控制。

二锅头酿造讲究掐头去尾，酒醅
受热蒸馏出的酒气遇冷冷凝成酒液，
在这个过程中，余热利用节能系统通
过溴化锂机组吸收冷却水的热能，再
用吸收的能量继续降低冷却水的温
度，实现“一滩水”循环。

绿色，构建低碳循环产业体系

在产品品质向高质量发展不断
迈进、优质产能不断扩充的同时，红
星勇担社会责任，响应国家绿色低碳
号召，肩负起中华老字号的责任与
担当。

“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实
现‘五化’，打造绿色工厂。”彭兴永介
绍说，基地从设计到生产一直致力于
循环经济发展，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
红星特色的白酒产业绿色发展道路。

通过合理布局厂区最大限度地
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的投入产出，实
现了用地集约化，在近年来各地白酒
行业产能升级项目中，红星二锅头酿
造基地集约化程度都居于前列；

从设计开始即注重对绿色产品
的清洁化制造、使用和清洁化回收及
再利用，注重源头控制，进行系统化
优化和过程化管控，而非末端治理，
实现了生产洁净化，如采用能效标准
先进值的产品、引入节能蒸球、配置
烟气回收利用的天然气锅炉、光伏发
电等先进技术，控制废气和废水总量

产生，实施清洁生产；
采用无毒、无害原料，尽量使用

再生资源，提高绿色物料使用率，实
现原料无害化；

引入各种先进的工程技术方法
和管理措施，从废弃物中回收有用的
物质和能源并加以利用，达到低资源
消耗、降低生态环境压力，如引入循
环冷却水余热利用系统、沼气回收利
用、中水灌溉系统等，实现废物资
源化；

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和光伏
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持续技改和优化
工艺以减少能源使用量，同时引入智
能技术和物联网技术进行能耗分析
与管理，提高能源的配置效率，实现
能源低碳化。

近年来，随着工业旅游的兴起，
红星二锅头酿造基地利用老字号品
牌和丰富的白酒文化资源，探索实践
工业旅游新模式，积极拓展新业态、
新场景，不断挖掘工业旅游潜力，红
星酿造基地博物馆已成为我市工业
旅游新亮点。

迈入红星酿造基地博物馆，入眼
便是不同时期的酒器，移步至源昇号
展厅，栩栩如生的雕塑重现传统二锅
头酒的生产过程……博物馆的情景
体验，让参观者近距离了解了二锅头
的生产流程，也让大家充分感受到了
红星二锅头酒文化的内涵，提升了品
牌形象，促进了多元化的发展。

每一次跨越都是新的壮举。与
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红星，因传承历
久，因创造弥新，始终焕发着勃勃生
机。立足晋商大地的红星，正讲述着
新时代的品牌价值，向“新”而行，与
时代共鸣，与发展共振。

红星，在晋商故里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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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8月6日电 （记
者乔本孝、李嘉）6日的巴黎奥运会
跳水女子10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
陈芋汐获得银牌，她的双人项目搭
档全红婵蝉联金牌。这样的同台竞
技，在她看来是一种成长的动力。

陈芋汐在决赛中始终以第二名
的身份追赶榜首的全红婵，第三轮
后将分差缩小到 1.6分，最后以 4.9
分之差摘银。

“挺好。”陈芋汐评价自己的表
现，“今天赛前预先制定了一些小
目标，基本都完成了，跳出自己的
动作了。”

“这枚金牌被中国代表团拿下
了，被我的搭档、也是好队友拿下
了，我非常开心，也祝贺她。自己可
能有一点可惜，因为分差也不大
嘛。回去接着努力。”陈芋汐说。

陈芋汐把自己和全红婵比作
“双保险”，她们彼此是最好的队友，

也是最强的对手。“（和全红婵比赛）
更多是一种动力，而不是压力。无
论说是她拿或者我拿（金牌），大家
都是在为中国而战。”

全红婵也是一样的想法，“哪怕
我跳不好，有她（陈芋汐）在后面扛”。

东京奥运会，陈芋汐也是个人
亚军。巴黎奥运周期，她认为自己
有了“从头到脚”的成长。对于如何
处理外界的高期待，她说：“不屏蔽，
直面它。”

赛后，陈芋汐、全红婵与国家队
前辈、奥运冠军郭晶晶有说有笑。
陈芋汐说，这是中国跳水“梦之队”
的传承，“一代一代人的努力，一代
一代人的坚持，去传承这种精神。
郭姐他们的接力棒，一代一代传到
了我们手上，我们也需要去努力扛
起这面大旗。”

陈芋汐的巴黎奥运结束了，收
获1金1银的她打趣道：“下班了。”

陈芋汐：和全红婵过招是一种动力

（上接第1版）
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以迁建

祁县为契机，在坚守纯粮固态传统酿
造技艺的同时，与时俱进，在质量管

理、技术创新、绿色发展等方面持续发
力，不断探索新路径、打造新模式，实
现了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有机融
合，让老树发新芽开新花，让企业焕发

出勃勃生机，续写了“不老传奇”。
事实证明，只有守住以消费者为中

心的“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魂”，借
好先进适用技术的“力”，巩固“老”的传

统优势，顺应“新”的时代潮流，老字号
才能找到守正创新的“路子”，成为消费
者认同的“牌子”，最终实现长足发展、
历久弥新，焕发持久的生命力。

（上接第1版）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管护基础设

施建设、鸟类科研监测、外来物种治理
等工作，同时加大科普宣教活动力度，
让更多人参与到东滩的保护工作中，
确保这一自然珍宝得到更好保护与传
承。”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
事务中心主任钮栋梁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加强
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
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晴朗夏日，天坛公园祈年殿前，游
人如织。

“近年来，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保
护的推动下，天坛在保护传承、宣传展
示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均取得丰硕成
果。”天坛公园副园长刘勇说，“我们将
深入研究并传承‘北京中轴线’所承载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融入‘北京
中轴线’的阐释展示体系。”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白米社
区位于“北京中轴线”15 个遗产构成
要素之一——万宁桥附近。近年来，
随着申遗工作不断推进，社区内的道
路越来越干净整洁，环境更加优美，生
活也更加便利。“总书记强调‘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这让我
心里感到暖暖的。”社区居民张炜说，

“我们不仅是申遗成功的受益者，还要
成为中轴线故事的讲述者，向世界讲
述中轴线的悠久历史和沿线居民的切
身感受。”

“巴丹吉林沙漠展示着地球上重
要、典型且持续的风沙地貌发展过
程，对于推动超干旱气候下沙漠景观
和地貌持续演变的科学研究、促进沙
漠的开发利用和有针对性保护，具有
重要意义。”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林业
草原和荒漠防治局局长姚孝德说，“我

们要在继续做好保护工作的基础上，
对‘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进行
适当旅游开发，让人民共享自然保护
的成果。”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
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
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实际行动
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
秘书长秦昌威说，“我们将会同相关各
方，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台向国际
社会广泛宣介我国世界遗产项目，进一
步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
各国在遗产保护领域的交流合作。”

遗产申报是手段，保护传承是目
的。申遗的成功意味着新的起点。

坚持保护第一，高质量实施文物
本体保护修缮；探索阐释传承，依靠科
技手段提升保护展示水平；强化央地
协同，完善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体制机
制；鼓励公众参与，夯实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的公众基础……为推动“北京中
轴线”申遗成功，我国文物工作者进行
了10多年的努力和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
时代推动世界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指
明方向。我们将充分吸收‘北京中轴
线’申遗成功的经验启示，切实履行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责任
义务，重点推动西夏陵、景德镇、三星
堆等项目申遗，系统更新预备名单，引
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继续加强
国际交流合作，参与制定世界遗产工
作规则，谋划推动遗产保护国际行动，
为全球世界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
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世界文化遗
产司）司长邓超说。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上接第1版）工作要真正抓起来，紧
盯节点、倒排工期，全力推动乡镇街道
权责匹配、科学配置基层编制和工作力
量、健全基层党建共建联建机制、强化基
层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精简基层事务等
重点任务落实落细；责任要真正扛起来，
多措并举，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提升调
度效能、强化监督执行、转变工作作风，
确保我市在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

突出问题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会议强调，各县（区、市）、各有关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亲自
部署、亲自推动，发挥好“一线总指挥”

作用，上下一心，齐心协力，快马加鞭
地干，只争朝夕地推，认真总结以制度
机制破解实践难题的好经验好做法，
确保全市破解“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

整治成效始终位列全省第一梯队。
市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

成员，各县（区、市）委副书记、组织部
部长参加会议。

全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上接第1版）
梁艳萍在主持时指出，体育正成

为引领生活的新风尚和激发晋中活力
之城、青年之城的新 IP。以全市中小
学生田径锦标赛为契机，将引领带动

更多师生参与体育运动，为繁荣发展
全市校园体育事业注入新活力，持续
促进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全
面发展。

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文体演出，

借助多媒体技术、声光电手段，结合
传统文化、时尚元素，运用多种艺术
表现形式，展示晋中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和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以及晋中
儿女牢记嘱托、奋发图强、奋勇争先

的时代风采和精神面貌，现场氛围十
分热烈。

本届中小学生田径锦标赛由市教
育局、市体育局主办，昔阳县人民政府
承办，有 52 支代表队、近 800 名运动
员，参加146个项目的角逐。通过田径
锦标赛，检验各县（区、市）学校体育工
作成果，考验学生运动水平、竞争意
识、团队精神、顽强意志，展示学生精
神风貌和文明素养。

晋中市2024年中小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昔阳开幕

为世界文明百花园增添绚丽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