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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详解防汛关键期应对举措水利部详解防汛关键期应对举措
““七下八上七下八上””已至已至！！

7月16日拍摄的纳木错扎西岛景区

风光（无人机照片）。

7月16日，在西藏拉萨市当雄县纳木

错扎西岛景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享

受着夏日纳木错清爽的风。纳木错湖面

海拔4718米，是世界上面积超过1000平

方公里的湖泊中海拔最高的湖泊。2024

年，纳木错扎西岛景区接待游客约40万

人（次）。

新华社 晋美多吉 摄

夏日纳木错 清爽引人醉

打卡留念

新华社北京 7月 15

日 电 （ 记 者 顾 天

成） 近日，一名 6 岁男

童打水仗后感 染“ 食 脑

虫 ”事 件 引 发 广 泛 关

注。中国疾控中心发布

健 康 提 示 显 示 ，“ 食 脑

虫”实为自然界存在的

致病性自由生活阿米巴

原虫，虽可能引发脑炎，

但实际感染概率极低，

科学防护是关键。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

虫病所研究员卢艳介绍，

“食脑虫”并非肉眼可见

的虫子，而是狒狒巴拉姆

希阿米巴等致病性自由

生 活 阿 米 巴 原 虫 的 俗

称。此类寄生虫存在于

淡水、土壤等自然环境

中，可通过鼻腔、口腔或

皮肤伤口侵入人体。因

其致病过程凶险，可能引

发原发性阿米巴性脑膜

脑炎等，带来脑组织损

伤，被俗称为“食脑虫”。

数据显示，我国迄今

累计报告狒狒巴拉姆希阿米巴感染

病例仅 40 余例，属罕见的寄生虫

病。公众无需过度紧张，

但需提高防护意识。

人感染后有哪些典型

症状，如何救治？专家介

绍，早期以皮肤病变为主，

后期进展为脑炎症状，可

能出现发热、头痛、呕吐、

易怒和嗜睡等。由于病程

发展快且症状易与其他脑

炎混淆，“早发现、早诊断”

是救治核心。专家强调，

野外戏水后若出现相关症

状，务必立即就医并主动

告知涉水经历。

疾控机构提出五项

针对性预防建议，包括避

野水，尽量避免在野外湖

泊游泳或戏水，避免搅动

水体沉积物；护口鼻，在

自然水体活动时佩戴鼻

夹、泳镜；防伤口，皮肤有

破损时避免接触自然水

体；洁鼻腔，使用灭菌生

理盐水或煮沸冷却后的

水冲洗鼻腔；排陈水，长

期未使用的水管，需先排

放积水再使用。专家表

示，正确掌握预防方法，遵守饮用水

卫生原则，可有效降低感染风险。

新华社北京7月 16日电 （记者

魏弘毅） 七月过半，我国正式进入“七

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七下八上”期间防

汛形势如何？水利部门将采取哪些应对

举措？水利部16日举办新闻发布会，详

解“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有关情况。

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付静介绍，根

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区域性阶

段性旱涝明显，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

暴雨洪水频发重发。黄河中游，海河流

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松辽流域辽

河、浑太河和松花江吉林段等可能发生

较大洪水。

“台风方面，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

陆我国，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

地区。此外，长江流域中游洞庭湖鄱阳

湖水系及中下游干流沿线、新疆中北部

等可能将出现阶段性干旱。”付静说。

进一步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

系，是平稳度汛的重要一环。

“水利部将从责任落实、决策支持、

调度指挥三个方面持续发力。”水利部副

部长王宝恩介绍，水利部会同相关部门，

向社会公布 2025 年全国防汛抗旱责任

人及大江大河、大型及防洪重点中型水

库、主要蓄滞洪区、重点防洪城市等2792

名防汛责任人名单，接受社会监督。

在决策支持与调度指挥方面，全国

已有 23 个省份成立了水旱灾害防御中

心，水利部每日滚动会商研判，发出“一

省一单”靶向预警，直达一线。

“当前，预报精准度有待提升、落实

流动人员转移避险措施仍需加强等问题

还需进一步解决。”王宝恩表示，将进一

步完善机制，细化措施，持续提升水旱灾

害风险管控水平。

迎战“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必须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

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重点发力。

汛期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增大。水

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

要把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作为防御山洪灾

害的工作重点之一，落实临灾预警“叫

应”措施，确保预警响应行动闭环。

今年以来，涉河施工人员、野外作业

人员因灾伤亡情况高发。姚文广介绍，

计划加强汛期涉河作业管理，落实属地

责任人和企事业单位责任人双责任制；

同时强化危险区动态管理，组织地方对

辖区内农家乐、景区、矿场、林场、养殖

场、施工工地进行再排查、再检视，落实

分级分类管理措施。

“重要堤防不决口”是汛期重要防御

目标之一。对此，强化堤防工程信息运

用至关重要。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

1 至 5 级堤防 31.8 万公里，其中 1 至 3 级

重要堤防7.7万公里。

“目前，水利部门已组织完成包括重

要堤防在内的29.1万公里堤防在全国堤

防运行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水利一张图中

空间位置坐标的标绘工作。”水利部运行

管理司司长张文洁告诉记者，未来将逐步

实现实时动态掌握堤防长度、安全性态等

参数，为防汛决策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水库安全度汛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

重。2025年，水利部门安排包括大、中型水

库在内的2177座水库除险加固，并对遭遇

特大洪水、强烈地震或者出现影响安全异

常现象的水库，迅速组织专门安全鉴定。

细化实化水库度汛举措，将为水库

安全度汛提供保障。张文洁表示，主汛期

病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各级水

利部门会组织指导地方加大水库大坝、溢

洪道、放空设施等关键部位和闸门、启闭

机等关键设备的隐患排查整治力度。

汛期我国局部地区可能发生阶段性

干旱，扛牢抗旱保供责任，需要水利部门

集中发力。姚文广说，必须充分发挥灌

区抗旱主力军作用，优化灌溉用水计划，

积极推进农业节水，确保能引尽引、应灌

尽灌、精准灌溉。

旱情之下，需要保障农村饮水安

全。“我们将指导相关省区滚动摸排因旱

饮水困难情况，根据饮水困难人口分布、

水源情况和供水工程规模类别等，科学

制定供水保障方案，分类精准施策，确保

群众饮水安全。”姚文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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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记者 15 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

为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

良好网络环境，中央网信办近日

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

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2025年暑

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

行动。

本 次 专 项 行 动 将 聚 焦 各

类新情况新表现，整治实施网

络侵害行为、隐蔽传播违法不

良信息、诱导参与线下危险活

动、利用未成年人形象牟利等

四方面问题。包括以未成年

人为对象，借绝版“谷子”、明

星 周 边 、免 费 学 习 搭 子 等 名

义，侵扰未成年人，实施网络

欺 凌 等 恶 性 违 法 行 为 ；借 卡

牌、故事、动漫等未成年人喜

爱的新载体、新手法，炮制网

络黑话烂梗，包装美化不良亚

文化，鼓吹不良价值观，危害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

表示，开展专项行动是净化网络

空间、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有力保障。各地网信部门要准

确把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新情

况、新问题、新特点，压实网站平

台主体责任，加大巡查力度，从

严处置处罚存在突出问题的平

台、账号和MCN机构，公开曝光

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同时，也呼吁

社会各界以及广大网民共同抵制网上涉

未成年人乱象问题，共同营造安全健康

的网络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