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5 日，一名学生在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新冠疫苗方舱接种
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根据
《全区 15-17 岁人群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指导方案》，持续推进目标
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按
照“属地管理、知情同意、保障安
全”的原则，全区范围内 15 至 17
岁人群均实施两剂次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

□据新华社

宁夏推进15至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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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立秋刚过，
雨后的清晨有些凉意。早饭后，杨建坤
开始了每天的日常——给家里的厕所做
保洁，提水、拖地、擦水箱……

今年42岁的杨建坤家在云南省安
宁市草铺街道柳树村，去年当地提出开
展“厕所革命”后，他第一时间就报名参
加改厕项目。

“以前是简易旱厕，夏天蚊子多，雨
天污水横流，家里总有一股味。”他说。
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他家已建成了一
座有地板砖、冲水蹲坑的卫生厕所。改
厕花了 4000 多元，村里补贴了 2400
元。“主要是干净卫生，也没了臭味。”杨
建坤说。

小厕所，大民生。厕所革命，是乡村

建设行动的重要举措之一，近年来在各
地持续推进。

这些年，我国加快推进村庄基础设
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改善，取得显著成效，
但城乡差距依然明显。“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位置。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
师齐飞说：“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最重要的
原因，是想加快补齐农村长期以来在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等方面的短板，
从而改变乡村面貌、改善农民生活环境，
也为农村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乡村建设行
动。三伏天里，看着汩汩清水流入稻田，

绿油油的水稻生机盎然，湖南省汨罗市
长乐镇长北村种粮大户鲁红丹心里美滋
滋的。

他指着稻田旁的水泥渠道告诉记
者，以前受限于“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有
水引不到田里。今年当地帮忙把渠道修
好了，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就是
再旱一点，心里都不慌了。”鲁红丹说。

长乐镇位于汨罗江畔，是当地的产
粮大镇。长北村村党总支书记陈景介
绍，村里水源条件比较好，但有一段灌溉
水渠没有进行硬化，加上长期缺乏维护，
渗漏严重，导致周边良田的灌溉用水得
不到保障。今年3月，在汨罗市政府的
支持下，村里争取到2万元资金，村民投
工投劳，把这段水渠进行了硬化，解决了

这片良田的灌溉问题。
今年以来，汨罗市大力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尤其是以农田水利项目建设工
作为抓手，共建设农田灌溉项目26个，
项目完成后可有效解决4万余亩农田的
灌溉问题，有效推动发展高效农业，助力
乡村振兴。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到2025
年，我国乡村自然生态将得到全面保护，
乡村绿化美化程度将明显提高，村庄绿化
覆盖率将稳定在32%以上，将建成2万个
国家森林乡村和一大批地方森林乡村。

“可以想见，未来我们的乡村会更美
更宜居，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才、资金流动
到农村发展。”国务院参事、中国林科院
首席专家杨忠岐说。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将于8月17
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在8月13日举
行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发言人臧铁伟介绍了本次会议拟审议的
法律草案主要情况等，并就个人信息保
护、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等热点问题作出
回应。

立法拟规制“大数据杀熟”等

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审议个
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三审稿，臧铁伟介绍，
三审稿进一步完善了个人信息处理规
则，特别是对APP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大数据杀熟”等作出有针对性规范。
“当前，社会各方面对于用户画像、

算法推荐等新技术新应用高度关注，对
相关产品和服务中存在的信息骚扰、‘大
数据杀熟’等问题反映强烈。”臧铁伟表
示，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包括
用户画像、算法推荐等，应当在充分告知
个人信息处理相关事项的前提下取得个
人同意，不得以个人不同意为由拒绝提
供产品或者服务。草案要求个人信息处
理者保证自动化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的

公平公正，不得通过自动化决策对个人
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
差别待遇。

据介绍，草案三审稿还将不满十四
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作为敏感个人
信息，并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对此制定
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同时完善个
人信息跨境提供的规则，增加个人信息
可携带权的规定，完善死者个人信息保
护的规定等。

人口计生法修改拟取消社会抚养费

对于即将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臧铁伟表示，草
案立足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重点围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取
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配套实施积
极生育支持措施进行了修改。

臧铁伟介绍，在优化生育政策方面，
草案规定国家采取综合措施，推动实现
适度生育水平，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
生优育，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
女政策。取消社会抚养费，删除与三孩
生育政策不适应的规定。

在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方面，草案规
定国家采取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
育、教育负担。要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围孕期、孕产期保健服务，加强对婴幼儿
照护的支持和指导。推动建立普惠托育
服务体系，提高婴幼儿家庭获得服务的
可及性和公平性，规范托育服务。

此外，草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
设立父母育儿假。在居住社区建设婴幼
儿活动场所及配套服务设施，在公共场
所、工作场所按规定配置母婴设施。

拟明确医师公共场所自愿施救不担责

本次会议还将审议医师法草案三审
稿，臧铁伟说，三审稿进一步完善医师权
益保障、执业风险分担机制等规定。

“必须加强立法，通过建立健全法律
法规，引领形成尊重医师、关心关爱医师
的社会风气。”臧铁伟介绍，三审稿进一
步充实完善相关规定，明确医师在公共
场所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
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明确医疗机构应
当参加医疗责任保险或者建立、参加医
疗风险基金。

据介绍，草案三审稿总结抗疫经验，

在医师执业活动中进一步促进中西医结
合。同时进一步完善医师培养、培训、考
核制度和专业评价机制，促进医师队伍
专业水平持续提升。进一步明晰医师执
业规则，规范医师执业行为。

家庭教育法草案回应“双减”

据臧铁伟介绍，本次会议将审议的
家庭教育法草案二审稿，将法律名称修
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同时进一步明确家庭教育的概念。

对于社会关注的“双减”工作，臧铁
伟说，草案明确规定，家庭教育的根本任
务是立德树人，家庭教育要尊重未成年
人身心发展规律和个体差异，遵循家庭
教育规律，贯彻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

他介绍，草案明确规定，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机构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活动，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营利性教
育培训。同时，草案将公民、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依法设立的家庭教育服务机
构明确为“非营利性家庭教育服务机
构”。此外，草案还对家庭教育服务机
构超出许可业务范围的行为规定了
处罚。

新华社昆明8月14日电 拿花、装
桶、定级……在昆明国际花拍中心，质检
员们进行鲜花分级，分级后的各色鲜花，
被装运上台车，由电动牵引车送至指定位
置。此时，电子拍卖中心的大屏上显示着
鲜花的实时等级、价格，大厅里的购买商
只需按动桌上的按键，便可进行抢购。

“931万枝，这是我们8月10日的成
交量，创造了云南鲜花拍卖的单日最高
纪录。”已连续工作多日的倪文涛是昆明
国际花拍中心拍卖部副部长，尽管看起
来有些疲惫，他仍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节节攀升的拍卖数据背后是全国
消费者源源不断的购买力。”倪文涛说，
自8月3日“备战”七夕以来，拍卖中心的
每日成交量都呈上升趋势。其中，8月6
日的交易量超过700万枝，而8月10日

达到顶峰。
“无论是鲜花的发货速度，还是交易

总量，今年七夕都比往年有了大幅提
升。”从事鲜花质检20年的奎丽华是昆
明国际花拍中心品控服务中心的负责
人，她告诉记者，品控对鲜花拍卖来说至
关重要，工作人员需对叶片、花头、根茎
等进行检验，并综合进行鲜花等级划
分。然后及时将品控信息传达到生产
端，以此指导鲜花生产，提升鲜花品质。

云南是世界重要的鲜切花产区，去
年全省花卉种植面积190万亩，年产鲜
切花147亿枝。有专家表示，虽然疫情
和极端天气对花卉价格带来一定影响，
但国内花卉产业上下游持续向好。

昆明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是一片鲜花
的海洋，不少消费者在选购鲜花产品。

“七夕到了，准备给老婆买点玫瑰。”来自
玉溪市的段先生正在选购红玫瑰。

“7月局地出现了疫情，加之夏季是
鲜花消费的淡季，大家拿货都很谨慎，但
近期消费端需求十分旺盛。”云南辛德瑞
拉花卉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薇说，公司平时
每天发货在3000件左右，临近七夕，每天
的发货量都是过万件。不仅如此，有客户
为了拿到好花，直接开车来到产地拉花。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以及市场需求的
扩大化，整个花卉行业也“大步快跑”，花
卉上游种植面积增加，产能扩容匹配市
场端需求，整体行情依然保持上升态势。

“花卉供应量大、上花量时间集中、
备货期短、价格波动平稳是今年七夕市
场的主要表现。”昆明国际花拍中心物流
部部长张涛介绍，他们提前两个月准备

场内物资，以保障七夕市场鲜花供应，同
时提升物流环节人均效能，每人每天过
手的鲜花达1.5万枝。

为保障鲜花的品质和物流时效，花
拍中心建立了信息跟踪机制，全链条追
踪相关物流信息，从而实现鲜花从产地
到客户手中的时间不超过48小时。

业内人士表示，好花好价仍是市场
主流，A级、B级高品质货品依然是市场
首选，价格也趋于稳定，市场的“品质先
行”将让大家更注重提升品质，增强产品
的竞争力。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云南将通过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
牌”计划，提升鲜花全产业链发展水平，
促进产业提质增效，以满足消费者多元
化的鲜花需求。

浪漫七夕 云南鲜花市场需求旺盛

新华社成都8月15日电 克服了暴
雨洪涝、病虫害、新冠肺炎疫情等带来
的困难，农业大省四川各水稻产区近日
陆续开镰收割。

在邻近成都的眉山市彭山区公义
镇欣荣村，成片的稻田在阳光下泛着金
灿灿的光。种粮大户赵友良利用联合
收割机，开始收割他今年流转种植的
300亩水稻。

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农
户对粮食生产丝毫没有放松。“今年又
是一个丰收年，我们争取早点收割完，
然后趁着好天气把稻谷晒干，做到颗粒
归仓。”赵友良说。

四川大部分农户在水稻秋收时，会
雇请收割机，这些收割机的驾驶员，是
奔走于全国各粮食产区的外来人员，这
对疫情防控带来一定压力。连日来，在
四川青神县瑞峰镇，镇党委政府工作人
员头顶烈日，在田间地头为作业人员测
量体温，并查看跨区域作业的农机手及
辅助人员的健康码、行程码等。

据了解，水稻开镰收割后，瑞峰镇
党员干部每天在田间地头通过流动宣
传车、小喇叭等，向农户宣传疫情防控
知识，并逐村排查摸底，对参加跨区域
作业的农机手、农机和作业路线进行逐
一登记造册，做到无死角、全覆盖。

今年入汛以来，四川多地出现强降
雨天气。记者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了

解到，入汛前，四川就准备了必要的种
子、肥料、农膜、柴油等农业生产救灾物
资，储备国家、省级救灾备荒种子592万
公斤。一些地方发生暴雨洪涝后，农业
部门及时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深入一
线，指导农民及时排涝、洗苗扶苗、加强
田间管理，对绝收地块及时补种短期
作物。

病虫害是粮食丰收的又一潜在威
胁。近期四川高温高湿的天气，适宜水
稻生长，也容易发生病虫害。“这就是稻
飞虱，别看它长得小，危害可不小。”在
绵竹市玉泉镇涌泉村的一片稻田里，绵
竹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张光清正
向农户讲解稻飞虱防治知识。

据了解，今年7月下旬，绵竹发生暴
雨和大风，稻飞虱伴随气流大规模迁
飞。当地及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
地头，做好虫情调查监测，指导农户精
准施药。

全国种粮售粮大户、眉山市好味稻
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相德说，在惠
农政策扶持下，合作社种粮规模逐年扩
大，目前发展社员860名，有大型农机
160余台。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5.2万
亩，比去年增加1万多亩。粮食产量也
稳步提升，水稻亩产可达 650公斤以
上。今年各项农业补贴比去年增加70
多元/亩，总计能达到300多元/亩，一年
下来，每亩田的利润可达800多元。

战“疫”防涝灭虫 四川确保水稻丰收

乡村建设行动，让乡村更美更宜居

规制“大数据杀熟”、社会抚养费拟取消、推进“双减”工作……
即将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有这些看点

新华社重庆8月15日电 为推进公
园城市建设，重庆两江新区日前参照“河
长制”“林长制”建立党政同责、部门协
同、源头治理的“公园长制”，建好、管好、
用好辖区内的100多座公园，以提升城
市品质和群众获得感。

在两江新区金州公园，“公园长”公
示牌十分醒目，上面有区、街道、社区三
级“公园长”的职责、姓名、联系电话等信
息，市民如对该公园有意见建议，可拨打
相关电话。

重庆两江新区近年来以建设“百园

之城”为引领，打造“一半山水一半城”的
高品质生活示范区。目前两江新区已建
成各类公园121个，绿化覆盖率45.14%，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7.52平方米。

重庆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两
江新区参照“河长制”“林长制”工作流程
和标准要求，在8个街道设立“区级、街
道级、社区级”三级“公园长”体系，在部
分片区设立“片区公园长+企业公园长”
的二级“公园长”体系。“公园长”将负责
公园的管理保护、提升改造、定期巡园等
工作。

重庆两江新区建立
“公园长制”提升城市品质

新华社武汉8月15日电 据湖北省
应急管理厅消息，8日以来强降雨过程
已累计造成湖北141.12万人受灾。

8日以来，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
地区受灾严重。截至8月15日16时，此
轮强降雨过程已造成湖北省武汉市、黄石
市、十堰市、宜昌市、襄阳市、鄂州市、荆门
市、孝感市、黄冈市、随州市、恩施州、潜江
市、神农架林区等13市（州、直管市、林区）
50县（市、区）共计141.12万人受灾，紧急
避险3.53万人，转移安置5.19万人；农作

物受灾面积116.53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
17.25千公顷；因灾倒塌房屋988间，不同
程度损坏房屋1.43万间。

目前，湖北降雨开始明显减弱，江
河湖库汛情趋稳，长江、汉江各站水位
均在设防以下；省内主要中小河流水势
平稳，其中澴水孝感站水位26.91米，超
设防0.41米，其他均在设防水位以下；
省内五大湖泊中梁子湖、汈汊湖、洪湖、
长湖超汛限水位，斧头湖超设防水位，
另有7座大型水库超汛限水位。

近期强降雨已致湖北141万余人受灾

新华社南京 8月 14日电 8 月 14
日，“8·15”纪念日的前一天，94岁的南
京大屠杀幸存者葛道荣在家中翻看老
照片。老人长久地凝视，轻轻地摩挲着
泛黄的老照片，时间仿佛回到了过去。

1937年，葛道荣的叔父和两位舅舅
惨遭日军杀害，年仅10岁的他逃进安全
区却被日本兵用刺刀刺伤右腿。

“父亲从未忘记那段历史，每到重
要时间节点感触则会更多一些。”葛道
荣的次子葛凤瑾说，父亲花了10多年时
间，写下近10万字，记录自己在南京那
段至暗时刻的惨痛经历，取名《铭记历
史》，家中子孙人手一份。

对葛道荣所代表的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群体而言，如果“12·13”标志着被
黑暗吞噬，那么“8·15”则意味着光明
重来。

随着老人们逐渐年迈，幸存者后代
接过了传承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接
力棒。自20世纪80年代起，葛凤瑾一
直致力于讲述并传播这段史实。他曾
作为幸存者后代代表去日本参加和平
主题论坛。

“近几年来，许多幸存者的第二代、
甚至第三代加入维护和传播史实的队
伍中，为和平贡献新力量。”南京侵华日
军受害者援助协会会长张连红说。

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
在世幸存者数量定格在“65”。2021年
以来，已有7位幸存者离世，分别是杨翠
英老人、蔡丽华老人、李如富老人、陈文
英老人、戚振安老人、金同和老人、马继

武老人。
老人们进入耄耋之年，既要“延续”

家族记忆，更要努力“延缓”他们的
生命。

往年的8月15日前后，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会举行纪
念活动。受疫情影响，纪念馆自今年7
月27日起临时关闭。但援助协会与幸
存者的联系不掉线、服务从未断档。

打包、消毒、填写地址……连日来，
援助协会的工作人员李雪晴和同事们
为老人寄送口罩、洗手液等防疫物资，
以及毛巾、米油、坚果等爱心礼包。并
通过电话、微信等关心幸存者及其家
属，了解幸存者健康状况、有无家庭成
员患病隔离等，如有困难则一一落实
解决。

2018年，援助协会与江苏省人民医
院妇幼分院合作，成立幸存者健康呵护
服务队。疫情期间，援助协会设立专人
专线，由服务队医务志愿者线上解答健
康咨询问题，为老人提供应急诊疗方
案，并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开通就医绿色
通道服务。

“幸存者们承载了民族苦难的记
忆，既是历史重要的证人，在幸存者的
口述实录面前，任何企图歪曲历史的言
论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他们也是需要关
爱的特殊群体，以个体生命历程传达出
比宏观叙事的历史事实更加震撼的感
受，真正唤醒人们反对战争、珍爱和平
的认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

用余生等待道歉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6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