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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20年10月15日早上7点左右在平坝区砂石冲车站

门口的人行道上捡拾一名男婴，捡拾时估计出生1周左右，
身体健康，随身物品有婴儿毯、奶瓶。现起名为：李梓沐。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安顺市平坝
区鼓楼派出所罗警官联系(联系电话0851-34864110或
18285333717；联系地址；安顺市平坝区鼓楼派出所）。即
日起60日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2024年7月15日

● 遗失安顺市西秀区米佳美发店卫生许可证（编号：黔卫公证字
（2024）第520402000121号），声明作废。
● 遗 失 贵 州 黔 薪 劳 务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20490MADH01QA69）公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安顺兰泰置业有限公司酒店分公司工会委员会基本存款账户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7110002732501；账号：2404030509200041941；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建设路支行），声明作废。

迁坟公告
根据《殡葬管理条例》及（安开管通〔2024〕10号）文件要求，现需对黄果树大街与纬四路东北侧地块涉及西航

办事处王庄居委会（团旗坟）的坟墓进行迁移。请坟主（或坟墓实际管理人）于2024年7月9日至2024年7月23
日及时与开发区房屋土地征收管理局及所属村居联系，办理相关迁坟手续，并自行将坟墓迁移到公益性公墓。逾
期不办理迁坟手续的坟墓，将视为无主坟，并由开发区组织相关职能部门统一迁移到公益性公墓，由此造成的法
律责任由坟墓实际管理人自行承担。

联系人：肖 超 18083147126 陈燕中 19385532244
特此公告

开发区西航办事处
2024年7月9日

遗失声明

我国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
键期（7月16日至8月15日），这是每年
防汛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这期间，防
汛抗洪重点关注哪些风险？哪些河流
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如何有针对性地
做好防御？

14日，水利部举行“七下八上”防汛
关键期有关情况新闻通气会，对上述问
题进行了解答。

防汛关键期重点关注四大风险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
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总体上洪水
多发、频发、重发，致灾性强。

根据防汛关键期汛情预测，重点关
注四大风险：七大江河流域都有可能发
生洪水，洪水防御可能面临多线防汛，防
御任务十分繁重；局地暴雨极易引发中
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城市内涝等，防
范应对难度大；中小水库、病险水库、淤
地坝点多量大，抗御洪水的能力较低，安
全度汛压力大；今年水利工程项目多，部
分项目需要跨汛期施工，在建工程安全
度汛风险高。

姚文广表示，水利部将有针对性地
做好防御措施。坚持预防为主，前瞻、及
时、准确做好汛情监测预报预警、会商研
判、调度指挥；坚持以流域为单元，所有

具备防汛能力、担负防汛任务的水工程
全部进入防汛状态，实现流域控制性水
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整体效果；
加强堤防巡查防守，特别要加强超警超
保河段和薄弱堤段、险工险段、堤防背水
侧坑塘等地方的巡查防守，尤其重视夜
间巡查防守。

同时，强化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
切实完善县、乡、村、组、户5级责任制和

“叫应”机制；严格落实水库安全度汛责
任，在建工程全部落实安全度汛措施，高
度重视城市防洪内涝问题；高度重视危
险区群众转移避险，一旦出现险情或危
险预兆，果断转移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

“七下八上”期间七大流域
都可能发生洪水

水利部信息中心副主任钱峰说，今
年入汛以来，全国降雨的阶段性明显，过
程多、强度大；主要江河洪水早发、多发、
并发，4月珠江流域发生6次编号洪水、
较常年偏早2个月，全国大江大河已发
生20次编号洪水；中小河流超警数量
多、洪水涨势猛，全国24省份共有786
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是常年同期
的2.2倍。

旱情方面，云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

冬春连旱持续时间达6个多月；6月以
来，河南、山西、山东、安徽、陕西、河北、
江苏、甘肃等地旱情一度发展迅速。

钱峰说，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
我国旱涝并发、涝重于旱，可能有台风北
上，暴雨洪水等极端突发事件趋多、趋
广、趋频、趋强，致灾影响重。

汛情方面，长江上游可能发生较大
洪水，上游支流嘉陵江、中游支流汉江可
能发生超警洪水；黄河中下游可能发生
较大洪水，支流渭河、汾河、伊洛河、沁
河、大汶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淮河流域
沂河、沭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淮河干流
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海河流域漳卫河、子
牙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大清河、永定
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珠
江流域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松花江、
辽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嫩江、黑龙江、
乌苏里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太湖、钱塘
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旱情方面，预计广东东北部、福建大
部、浙江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大部、内蒙
古中部、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
部、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发生干旱。

加强水工程调度积极迎战
长江洪水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吴道

喜说，在应对长江2024年第1号洪水过
程中，长江委联合调度控制性水库群累
计拦洪约165亿立方米，大大减轻了湖
北、湖南、江西、安徽沿江沿湖的防洪压
力。7月11日18时，2号洪水在长江上
游形成，长江委优化调控三峡水库下泄
流量，三峡水库对洪水的削峰率达32%，
避免长江中下游宜昌至武汉约700公里
河段超警戒水位。

“根据预报，三峡水库7月15日将
再迎来一次洪峰流量45000立方米每
秒量级的洪水过程，三峡水库库区防
洪安全存在较大风险。”吴道喜说，长
江委将通过联合调度金沙江梯级水
库、大渡河瀑布沟水库、嘉陵江亭子口
水库等上游干支流水库群，预计可减
小三峡水库入库洪峰流量5000立方米
每秒左右、降低三峡水库最高调洪水
位2米左右。

吴道喜表示，根据最新预报，未来
10天长江上游仍有连续性强降雨过程，
强度以大到暴雨为主。为应对长江上游
后续可能发生的大洪水，保障荆江河段
防洪安全，长江委计划抓住7月中下旬
有限的强降雨间歇期，加快降低三峡水
库水位，让三峡水库腾出足够的防洪库
容，做好迎战“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可
能出现的大洪水的准备。

夏日清晨，一场雨后，太行大峡谷云
雾缭绕。岩壁之上，葱郁的植被盎然生
长，绯红的岩石层层堆叠，群峰竞秀，尽
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这里空气太新鲜了，真是‘天然氧
吧’！”来自河南省林州市的张女士说，

“市区天气又闷又燥，来到这里，感觉很
舒服。”

太行大峡谷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林
州市石板岩镇境内，地处河南省最北
部，是林虑山与太行主峰之间的一道峡
谷，长约50公里，落差达千米。这里森
林茂密，其植被覆盖率约为 90%，峰、
峦、台、壁、峡、瀑、嶂、泉姿态万千，令人
啧啧称奇。

驾车驶入大峡谷，打开车窗，清凉
之感扑面而来。“我们这里比市区温度
低，现在也就26摄氏度左右，是避暑的
好地方。”林州市石板岩镇党委书记路
红卫说。

峡谷深处的石板岩镇，已经有3000
多年的历史。《林州市石板岩镇志》上记
载，殷商时期商王武丁和宰相傅说就在

此居住过。走进这里，处处充满了浓郁
的当地文化特色，石街、石院、石墙、石
柱、石梯、石楼……这里90%以上的建筑
都以石为材料，就连民居的屋顶也是由
石板层层叠砌而成。

“原先这里交通不畅，加上山路崎
岖，运输砖瓦不方便，当地居民便就地取
材，以石头为原料建造房屋，这些石板房
屋冬暖夏凉很舒服。”路红卫说。

山中绿意正浓，石板岩镇因独特的
石材建筑风格而闻名，又被称为“中国画
谷”。记者来到石板岩镇高家台村，看到
三五成群的学生正拿着画笔在这里写
生。他们的画板上，有直插云霄、气势磅
礴的悬崖峭壁；有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的
石板房屋；有藤蔓缠绕、绿意盎然的连片
植被……

“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景色独特，
气温也很适合户外写生。”正在埋头画画
的美院学生王柯清说。

暑期一到，大峡谷景区便迎来客流
高峰。游客们在桃花谷穿行于碧水环
绕的小径，饱览溪流叠瀑的绝美景致；

在太行天路挑战高空溜索和玻璃天桥，
每一步都踏出了对自然壮丽景色的敬
畏与向往；在王相岩，仰望壁立千仞的
雄峰，88米摩天筒梯更是成为勇敢者的

“试炼场”……
“天空悬廊好刺激，距离地面有400

多米，站上去虽然有点害怕，但景色壮
观！值得来体验。”刚从天空悬廊下来的
张先生激动地说。不只是天空悬廊，大
峡谷东侧崖壁之上的滑翔教场也充满挑
战，滑翔爱好者在这里开伞、转身、助跑
……享受着一次又一次与自然最纯粹的
亲密接触。

炎热的天气下，漂流也是游客在这
里避暑的热门选择。游客们穿好救生
衣，坐上橡皮艇，沿溪流而下，在全长约
5000米的河道迎波踏浪，既能看到峡谷
奇观又能感受夏日清凉。“这里植被茂
密，整个河道都有绿荫包围，怪不得大家
都称这里是‘晒不黑的漂流’。”游客肖女
士说。

除了引人入胜的景区风光，散布其
间的大小民宿同样各具特色。记者走进

开业不久的不远·太行文化度假民宿，就
被悠扬的音乐与融合东方美学的设计深
深吸引。“我们家民宿在石板岩旧村落的
基础上重新拆建，把老屋的旧石板利用
到建筑外墙中，保留了原有的石板岩特
色。”民宿项目负责人高华说，“每间房都
有整面落地观景窗，客人躺在床上就能
欣赏窗外的景色。在这里，游客可以暂
时远离城市的喧嚣，静下心来，慢慢享受
自然美景。”

“坐在小院里看风景就像身处世外
桃源一样，感觉自己吸收了大山的灵气，
很放松。”住在民宿的李先生说。

近年来，石板岩镇依托丰厚的自然
资源和特色民俗文化，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逐步形成了以“民宿小镇”“写生小
镇”为主导的特色文旅产业，将自然资源
与人文情怀相融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人到这里寻找夏日清凉。

太阳下山，暮色渐起，落日余晖铺满
整个村落。在石板岩镇上，霓虹喷泉、汉
服表演、画作拍卖等活动陆续开始，太行
深处的夏日夜生活拉开帷幕……

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近3亿。
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
晚年，是家事，也是国事。

最新发布的《中国健康老龄化发展
蓝皮书（2023-2024）》，针对新形势下
养老产业的新趋势、新挑战，倡导“积极
老龄观、健康老龄化”，从养老服务模
式、数字养老、银发经济等多方面，探索
中国式养老新理念、新举措、新画卷，以
更好适应快速增长的养老需求。

——新理念：编织养老服务幸
福“网”。

人口老龄化发展有多快？专家预
测，2035年前后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
到本世纪中叶将达到约5亿。

“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老。”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表示，健康老龄
化的内涵是动态发展的，是“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的
有机融合，涉及亿万民众切身利益，是
重大的民生工程，也是必须面对的时代
课题。这是实现老年群体美好生活向
往的现实需求，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新动能体现。

蓝皮书提出，要树立“积极老龄
观、健康老龄化”新理念，从生命观的
优化、老年健康新内涵等方面，兼顾

“为老”和“备老”，对中国式养老具有
较强的前瞻性。

如何树立“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
化”理念？解决好老年人健康的急难愁
盼，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朱洪彪说，加快编织养老服务幸福

“网”，让老年人用智慧、经验、劳动拥
抱新生活，增加社会活力、社会创造
力、社会亲和力，收获更多老年人口健
康红利。

健康老龄化发展，如何进一步健全
体系？专家建议从三个维度把握：一是
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养老资金“从哪里
来”的问题；二是养老服务体系，解决由
谁提供养老服务、提供什么样的养老服
务等问题；三是健康支撑体系，解决老
有所医、老年康养、医养结合的问题。

——新举措：助力构建支撑保障
体系。

“9073”——这是中国养老模式基
本构成，即约90%居家养老，7%依托社
区支持养老，3%机构养老。

照顾好居家和社区养老的日常需

求是重中之重。
提供家庭适老化改造，建设智慧型

家庭养老床位，发展老年活动中心，发
展老年食堂……蓝皮书建议，让老年人
在“家门口”能享受到便捷的养老服务。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累
计完成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近
150万户，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23.5
万张，逐步构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

一些地方在探索：北京市加快构建
“预防、治疗、照护”三位一体的老年健
康服务模式，江苏省聚焦体医养融合社
区慢病老人运动干预新模式，黑龙江省
打造中医药康养发展方案……

——新画卷：满足养老服务新
诉求。

一面是老年人越来越长寿，一面是
“多病共存”，护理需求、长期照护需求
等日渐加大。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有不同诉求，
困难老年人困难也各不相同。”中国老
年医学学会会长范利建议，要直面问
题，在发展中补短板，在解决老年群体
期盼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培育银发经济新业态。中国卫生
经济学会老年健康经济专业委员会联
合北京大学“健康中国理论与实证研
究”课题组表示，面对老年人多元化、差
异化、个性化需求，亟待探索多样化养
老新业态。据相关测算，目前，我国银
发经济规模在7万亿元左右，到2035年
有望达到30万亿元左右。

推动“智享养老”。应对人工智能
时代之变，养老也要创新。蓝皮书提
出，应特别注意解决养老产品、服务“不
适老”问题。“‘黑科技’要关爱老年用
品，让‘为老’服务更显‘科技范儿’，使
用更便捷。”范利说。

健全农村养老服务网络。目前，我
国农村养老面临一些“坎”。北京大学
教授王红漫建议，为农村老年人编织一
张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幸福“网”，充分发
挥农村熟人社会互助互惠特点，力争让
老年人实现不出村、不离乡就能吃上热
乎饭、看个小病等。

“养老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式办
法就是要调动每一个社会细胞力量，
尽可能用小投入解决大问题，大力推
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韩启德表
示，守护好今天的“夕阳红”，也是善待
我们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守护公
众健康，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离不
开人才队伍建设。邀请130多位国内
外知名专家学者进行理论授课、案例
教学；安排30名青年学员前往国家疾
控局、中国疾控中心、北京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等机构进行研修……2024年7
月14日，由中华预防医学会主办的首
期公共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结业
暨第二期项目启动会在北京大学医学
部召开。

“公共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是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构建强大公共卫生
体系工作部署，加强疾控人才队伍建设
要求的具体举措。”国家疾控局副局长
常继乐表示，项目探索了我国公共卫生
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取得可喜
成绩。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秘书长李全乐
介绍，公共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旨
在通过开展疾控体系领军人才能力提
升项目和公共卫生青年精英高级研修
项目，为国家、省级疾控机构和高校公
共卫生学院培养一批专业功底深厚、具

有战略思维和国际视野、能够解决公共
卫生实际问题的疾控领军人才和公共
卫生核心技术骨干。

“过去1年来，首期领军人才项目采
取多次短期集中授课、专题研究等培养
方式，提升学员专业领导力；青年精英
项目通过7个模块课程教学、线上讲座
等综合培养方式，着力提升学员公共卫
生核心专业技术能力。未来，项目将不
断优化课程教学，加强项目科学管理、
优化培训评估体系，不断提升培训质
量。”李全乐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
主任乔杰表示，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领
域的突破创新关乎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坚持推进“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
康为中心”转变，将为全球提供“中国实
践”和“中国方案”。

据悉，来自国家和省级疾控机构、
部分高校公共卫生学院的专家及第一
期和第二期项目学员共计150多人参
加了会议。下一步，培养项目将坚持源
头导向、需求导向，增强实践性，强化互
补性，进一步优化培训方式方法。

防汛关键期关注哪些风险？
哪些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谈“七下八上”期间防汛抗洪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河南林州：太行深处藏清凉
□新华社记者 高松龄

近3亿老年人！
中国“养老”加速变“享老”

□新华社记者 李恒

守护公众健康
我国举办公共卫生高层次人才专门培养项目

7月15日，观众在新疆库车市
龟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参观。

当日，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新疆库车市的龟兹魏晋古墓遗址
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新疆
首座地下古墓遗址博物馆。

龟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建
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库
车友谊路墓群原址。这一墓群是
新疆地区首次发现与中原、河西地
区形制完全一致的汉式砖室墓，力
证了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有效管辖
和治理，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实证。因
其突出的证史、补史作用，被评选
为“2007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之一。

龟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充
分利用古墓群原貌，并通过数字云
展览、VR 体验、纱帘投影、交互式
屏幕等数字化手段，生动还原古龟
兹地区文化习俗和生活风貌，让观
众“沉浸式”感受文物魅力。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