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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栋夏播粮食面
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
一。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
示，目前全国已夏播粮食超八
成，进展总体顺利。

“三分种，七分管，十分
收成才保险。”临近小暑节
气，在河南安阳内黄县楚旺
镇北街村，种植了200多亩玉
米的张运礼分享着自己的种
地经验。

种地经既是节水经，更
是致富经。张运礼介绍，200
多亩玉米已全部实现微喷灌
溉，一亩地比原来的漫灌节
水50%，节省了不少浇灌成
本。“现在玉米播种已经20余
天，播种后及时浇足稳苗水，
出苗率可达到95%。”

春争日，夏争时。当前，
正是秋粮奠定产量形成的关
键时期，洪涝和高温天气对
一些地区的农作物生长造成
了不利影响，能否科学地做
好防汛抗旱工作，关系到中
国式现代化的“大国粮仓”是
否稳固。据气象部门预计，
今年汛期的气象条件总体偏差，防汛抗
旱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通过采取提灌、
引水等方式，启动了东线引黄、卫河提灌
等多条农田灌溉渠道，目前已累计引水
1100万立方米，惠及了全县15个乡镇
（街道）农田灌溉，有效缓解了当前旱
情。”内黄县水利局农村水利水电股股长
田永甫介绍道。

“现在正是秋粮面积落实、田间管理
的重要时节，也是奠定产量形成的关键
时期，抓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是当
前‘三农’系统最紧迫的任务。”在农业农
村部近日召开的防汛抗旱调度会上，相
关负责人表示，要加强应急值守，盯住重
要时段和重点区域，加密雨情、墒情、灾
情调度，备好备足救灾备荒种子、农药、
肥料等，配备好“平急两用”的应急救灾
机具和自动化监测、智能化管理等设施，
强化应急救灾能力。

会议强调，要及时开展病虫害统防统
治、联防联控，坚决遏制大面积成灾危
害。要因地制宜抓好受灾作物生产恢复，
南方洪涝灾区对受损较轻田块适时补肥
扶壮，有积水的田块及时排涝降渍，对因
灾绝收田块抓紧改种适宜作物，确保不留
空闲田，黄淮海受旱地区要抓住近期降雨
有利时机及时播种、改种补种。

“秋粮是全年粮食的大头，当前，黄
淮海持续高温少雨，部分地区旱情较重，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密切跟踪监测天
气变化、作物长势，第一时间掌握旱
情、墒情、苗情，因地制宜统筹调配水
源，用好地表水灌溉、机井浇灌和人工
增雨等，保障农业灌溉用水需要，全力
确保种足种满、苗齐苗全。”该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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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妍君为营造“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良好氛围，交流制止餐
饮浪费工作经验，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
调司、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现发布地
方有关部门和平台企业、行业协会等制
止餐饮浪费的7个典型经验做法如下：

北京市强化联动执法普法。健全完
善联动机制。市、区、所综合执法部门加
强制止餐饮浪费执法情况即时通报，强
化协调配合，形成上下高效联动机制。
着力强化执法力度。将打击食品浪费违
法行为纳入“食品领域治乱除害五大战
役专项执法行动”，全市共办理制止餐饮
浪费行政处罚案件900余件。坚持执法
普法并重。在“开学季”“美食节”等特殊
节点，通过电视台、报刊、视频号、微信公
众号等各类媒体平台，开展制止餐饮浪
费科普宣传。

广东省开发反食品浪费“随手拍”小
程序。消费者在面对餐饮浪费行为时，
可利用手机进行随手记录，并通过照片、
视频、文字等方式，将拍摄到的浪费行为
上传至“随手拍平台”。平台的运用使监
管部门、协会和志愿者共同推进制止餐
饮浪费协同更加高效，形成政府监管、行

业自律、志愿者宣传、消费者监督的制止
餐饮浪费社会共治新模式。

辽宁省沈阳市外卖小哥化身反食品
浪费“监督者”。辽宁省沈阳市组建了一
支由1.2万名外卖小哥组成的志愿者队
伍，并为其量身定制培训计划，普及食品
安全法、反食品浪费法等法律法规。推
动外卖小哥在取餐过程中监督餐饮店落
实“半份菜”“小份菜”服务。启动外卖小
哥投诉举报奖励机制，使其真正化身为
反食品浪费“吹哨人”，形成社会监督、行
业监督、行政执法监督三方合力

四川省宜宾市禁止“畸形吃播”。针
对短视频时代“大胃王”等吃播怪象，四
川省宜宾市印发《禁止畸形吃播反对食
品浪费管理办法（试行）》，将吃播短视频
全面纳入规范化管理。建立健全信息交
流和反应机制，各相关部门分工负责短
视频平台整治畸形吃播相关事项，及时
解答平台疑问，对涉嫌违法的短视频快
速做出反应，指导平台帮助相关部门圈
定重点人群、固定违法证据，引导公众树
立正确的饮食观。

美团优化平台规则和满减凑单机
制。美团采取全流程“适量点餐”提醒、

推广“小份菜”、细化餐品分量描述、调整
满减凑单适用范围等优化措施，大力营
造节约粮食氛围。美团在全国投放超过
6200万张“减少浪费”主题食安封签。
2024年上半年，平台内近152万餐饮商
户提供超过832万种“小份菜”。

饿了么开展“e点碳”减碳激励行
动。饿了么建立外卖行业“e点碳”消费
者碳账户，用户可通过低碳消费行为获
取积分，兑换各类权益，激励用户在平台
下单时选择“小份菜”“无需餐具”等低碳
环保行为。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吸引超
过9000万用户参与，超过19亿单点选
“小份菜”“无需餐具”选项。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中国烹饪协会、
中国饭店协会、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
布“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倡议书。倡导
餐饮服务经营者严格遵守反食品浪费法
等法律法规，健全食品采购、储存、加工
管理制度；主动对消费者进行消费提示
提醒，在醒目位置张贴或者摆放反食品
浪费标识，引导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
倡导广大消费者把“光盘行动”作为日常
生活的一种良好习惯、社会责任，摒弃
“爱面子、讲排场、比阔气”的陋习。

首批制止餐饮浪费典型经验做法发布

本报讯 洪禹 水利部近日发布数据
显示，截至目前，今年已落实农村供水
工程建设资金728亿元，提升1751万农
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超90%。农村供水工程加快建设，
让越来越多乡亲用上了自来水，也给
后期的工程管护提出了更高要求。

农村供水工程建设事关民生福祉，
与百姓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
水利部门持续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
展，努力实现农村饮水从“有水喝”到
“喝好水”的转变。然而，农村供水工程
建设仍存在一些短板，有些地方建设标

准低，日常管护不到位，自来水时有时
无、水质不达标；部分农村地区因缺乏
专业管网维修人员，难以应对突发情
况，给村民用水带来了不便。

提高管护水平，供水工程才能稳定
长久运行。要持续推行农村供水县域
统管，进一步健全县级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专管机构，建立健全并落实日常巡
查、维修养护和安全监测等相关制度，
减少管网漏损，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
确保国家投资效益充分发挥。

还要适当加大对供水工程维护更
新的专项资金投入，确保供水设施项目

有人建，更有人管。农村供水工程的管
网维护对专业技术有一定要求，相关部
门、主管单位应加强人员培训和考核，
切实提高管护人员专业水平和业务技
能，确保供水工程运行得到有效保障。

当前是居民用水高峰期，加上近期
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干旱，部分地区村民
饮用水供水出现一定困难。相关部门
要密切跟踪、解决问题，因地制宜采取
拉水送水、应急调水等方式，保障水源
充足。供水工程管理机构也要快速响
应，做好供水设施、管网巡查，确保管网
运行顺畅，保障农村饮用水需求。

水利部门持续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周晓辰 近日，农业农村部
网站公布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第 3404号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答
复”），其中，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有
关全方位培育涉农新质生产力、发展
现代化大农业的建议作了回应。

答复称，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
有关部门，从开展农民数字技能培训、
建设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加快智慧农业
发展等三方面，聚集资源、细化措施，推
进农业数智化，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

平。从推进全链加工、发展多元业态、
培育知名品牌等三方面，持续拓展农业
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升级农
业产业结构，强化产业融合，助力行业
迭代升级。

农业农村部还会同财政部等部门，
加大涉农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优化智
能供应链。强化龙头企业带动，制定了
《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
强的意见》；加大企业金融支持，打造“主
体直报需求、农担公司担保、银行信贷支

持”的直通车服务模式；促进农产品产销
畅通，深入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
进城工程，促进农产品产销顺畅衔接、优
质优价。

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有
关部门加快推进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
深度融合，拓展农业产业新功能、挖掘
农村生态新价值，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
化大产业，强化政策支持，创新金融服
务，加强典型宣传，支持涉农企业做大
做强。

农业农村部全方位培育涉农新质生产力

本报讯 陈钊琦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
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洪涝灾害防疫保
健康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
副司长米锋介绍，截至目前，各省（区、市）
医疗应急准备和应对工作有力有序进行，未
发生灾区群众正常诊疗秩序受到影响情况，
未出现因灾导致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宋
坪表示，中医学认为，夏天自然界当中的
阳气是最充盛的状态，这时候人体的阳气
也达到最充盛的状态，这时候阳气向上向
外发散，反而身体内部就会出现不足，这
时候就会出现脾胃虚弱的现象。如果加
上雨水洪涝，又会加重暑湿邪气，暑湿邪
气阻滞在中焦脾胃，就更出现了脾虚、气
虚、湿盛的现象，表现为头昏沉、困倦、食

欲不振、大便稀溏、肚子胀等。
在饮食上应该怎样建议呢？总的原

则是，健运脾胃、祛暑化湿。首先要清淡
饮食，避免过于油腻、生冷食物，减轻脾胃
负担。

其次，建议吃一些健脾胃助消化去暑
湿的食物，比如莲子、芡实、山药等都可以
健运脾胃，像山楂、萝卜、麦芽都可以助消
化，紫苏叶、薄荷叶、荷叶可以去暑湿。这

些食物，既可以煮粥做成药膳来吃，也可
以酌量配伍来泡水喝。

最后，对于夏天容易乏力、困倦的这
些朋友，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款茶饮——
清暑益气汤。使用西瓜翠衣，就是西瓜皮
去掉外面硬硬的蜡质的外皮，30克左右，西
洋参3~5片，竹叶3克，药店里可以买到，加
上300毫升的水，煮10分钟，放凉放温喝就
可以了，可以起到益气消暑的作用。

国家卫健委提示洪涝灾害群众饮食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