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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
《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国家
水网建设进展如何？总体目标如
何实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
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国家水网
建设相关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关注1：如何推动
实现国家水网建设总体
目标？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表示，规
划纲要提出了加快构建“系统完
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
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国家
水网，锚定国家水网建设总体目
标，重点从“纲”“目”“结”三方面
加快推进。

——构建国家水网之“纲”。
以大江大河干流及重要江河湖泊
为基础，以南水北调工程东、中、
西线为重点，科学推进一批重大
引调排水工程规划建设，加快构
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织密国家水网之“目”。
加强国家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与
区域重要水资源配置工程互联互
通，推进区域河湖水系连通和引
调排水工程建设，形成城乡一体、
互联互通的省市县水网体系。

——打牢国家水网之“结”。
加快推进控制性调蓄工程和重点
水源工程建设，综合考虑防洪、灌
溉、供水、航运、发电、生态等综合
功能，加强流域水工程的联合调
度，提升水资源调控能力。

关注2：国家水网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水利
基础设施体系方面将聚
焦哪些重点？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
说，国家水网在加快构建现代化
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将重点聚焦四
个方面。

——优化国家水网工程布
局。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
均衡，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快构建
国家水网主骨架。

——完善国家水网工程结
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方面，科学规划建设水资源配置
工程和水源工程。流域防洪减灾
体系方面，做好洪涝水出路安排，
全面提升防洪安全保障能力。河
湖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方面，
统筹上中下游，兼顾好地表地下，
加快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统筹国家水网工程功
能。加强水网统一调度和水工程
联合调度，全面发挥国家水网行
蓄洪水、排水输沙、供水灌溉、内
河航运、水力发电、维护生态等多
种功能，着力提升工程整体效能
和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效益。

——促进国家水网工程系统
集成。加强水网数字化建设，实
现物理水网和数字水网深度交互
融合。推动各类水利工程逐步由
点向网、由分散向系统发展。加
强河湖水系和人工基础设施融合
发展。加强水利与农业、能源、交
通、生态等相关产业实现协同发
展，最终实现国家水网与其他基
础设施网络紧密衔接。

关注3：国家水网建
设进展和成效如何？今
年将实施哪些重大项目？

水利部副部长王道席说，近
年来，我国加快完善国家水网主
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建设一批骨
干输排水通道，积极推进省级水
网规划建设，全力打通水网“最后
一公里”。

去年我国开工了多项具有战
略意义的水网骨干工程，如环北
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将从根
本上解决粤西地区特别是雷州半
岛水资源短缺问题，淮河入海水
道二期工程将历史性地解决淮河
下游泄洪不畅问题。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进
一步提速，引江济淮二期、引汉济
渭二期等重大引调水工程加快建
设，西藏拉萨旁多引水、福建金门
供水水源保障等15项水网工程开
工建设，云南滇中引水二期、河北
雄安干渠等一批水网骨干工程前
期工作加快推进，将进一步完善

国家水网格局。”王道席说。

关注4：规划纲要
在夯实农田灌溉基础、
确保粮食安全方面有哪
些举措？

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司长
吴晓说，国家水网建设在夯实农
田灌溉基础、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方面主要有三方面举措：

——优化水资源总体配置格
局。促进水资源在时间层面以丰
补枯、跨期平衡，在空间层面南北
调配、东西互济，有效增加农业灌
溉水量和面积，切实提升灌溉水
源保障程度。

——加快推进大中型灌区续
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十四五”
期间，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支持
开展120多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
和现代化改造，项目完成后预计
可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约8800万
亩，新增年节水能力约70亿立方
米。

——新建一批节水型、生态
型灌区，同步开展灌排骨干工程
和田间配套工程建设，优先将大
型灌区建成高标准农田。

关注5：如何在水
网建设中完善防洪工程
体系？

提升流域防洪减灾能力是国
家水网的重要功能之一。当前，
我国七大流域基本形成了以水
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为主要
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但目前的
流域防洪减灾体系还存在一些薄
弱环节。

“水利部将围绕增强洪水调
蓄能力、提高河道泄洪能力、确保
蓄滞洪区功能、提升流域防洪智
慧化水平，主动适应和把握全球
气候变化下洪涝灾害的新特点、
新规律，推进以流域为单元的防
洪工程体系建设，有效应对极端
天气事件的风险。”水利部规划计
划司司长张祥伟说。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
司长卢卫生日前在全国“两业融
合”工作现场交流会上说，要围绕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培育融合
发展主体，发展融合新业态新模
式，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

“两业融合”即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融合，是在技术进步、
市场开放、制度创新的驱动下，通
过技术牵引、产业联动、链条延伸
等途径，推动产业交叉渗透，培育
形成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制造业
和服务业协同耦合。

据介绍，2020 年开始，国家
发改委先后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出
40个区域和80个企业，组织开展
了两批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120 个国家

级试点单位立足区域特点和行业
特色，自主开展试点示范，取得显
著成效。

卢卫生表示，下一步，要从四
方面发力进一步推动做好“两业
融合”：一是坚持协同推动，形成
融合发展合力。推动各地区充分
挖掘自身比较优势，探索融合路
径模式，促进产业链延伸、价值链
跃升；增强区域协作意识，提升我
国产业链的整体效能。二是强化
创新投入，提高融合发展质量。
引导制造业企业转变生产模式，
推动制造业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
升级。三是加强主体培育，提升
融合创新能力。引导头部企业、
产业细分领域龙头企业和“链主”
企业、中小企业等融合主体深化
路径模式创新探索。四是要健全

保障制度，优化融合创新环境。
强化金融对“两业融合”的支持作
用，创新用地模式，加大复合型人
才培养，开展融合发展绩效评价
研究。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高
清介绍，江苏将围绕“一中心一基
地一枢纽”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构
建江苏特色现代服务产业体系，
推进落实《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
十年倍增计划实施方案》，努力打
造一批两业深度融合的优势产业
链条、标杆企业、新型产业集群和
融合示范载体。

全国“两业融合”工作现场交
流会26日在江苏苏州召开，系统
总结试点工作成效，部署进一步
推动“两业融合”工作。

据新华社电

据新华社北京5月 27日
电 记者 27日从中央网信办获
悉，按照“清朗·从严整治‘自媒
体’乱象”专项行动要求，3 月
10日以来，各级网信部门严肃
查处各类违规“自媒体”账号；
微博、腾讯、抖音、快手等重点
平台积极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
体责任，依法依约处置“自媒
体”造谣传谣、假冒仿冒、违规
营利等突出问题。截至 5 月 22
日，重点平台累计清理违规信
息 141.09 万余条，处置违规账
号92.76万余个，其中永久关闭
账号6.66万余个。

据悉，专项行动从严打击
发布传播谣言信息、有害信息
和虚假信息的“自媒体”，严肃
查处假冒仿冒官方机构、新闻
媒体和特定人员的“自媒体”，
全面整治蹭炒热点、博取流量
和违规变现的“自媒体”，取得
阶段性成效。

其中，严厉打击部分“自媒

体”在“胡某宇事件”“中电科加
班事件”“医生倒提婴儿疑似虐
待”等热点事件中，借机造谣传
谣、恶意炒作等违规行为。对谣
言首发、多发的“自媒体”，依法
依约予以关闭；对明知为谣言
或虚假信息仍肆意传播，以及
参与恶意炒作的“自媒体”，采
取禁言、清理粉丝、暂停或取消
营利权限等处置措施。

各级网信部门履行属地管
理责任，积极统筹协调公安、市
场监管等部门，重拳整治违法
违规“自媒体”，依法约谈“自媒
体”运营主体 2089 人次，移交
公安机关进一步核查处置线索
2268条，积极对外公开典型案
例，持续净化网络生态。

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
续把整治“自媒体”乱象作为工
作重点，加强日常监管，保持严
管态势，从严查处“自媒体”违
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置问题突
出、整改不力的网站平台。

建设进展如何？总体目标如何实现？
——两部门回应国家水网建设五大关注

国家发改委力促“两业融合”新业态新模式

92万余个
违规“自媒体”账号被处置

图为2月份，红外相机拍
摄到的白色大熊猫活动画
面，大熊猫母子离开树洞后，
白色大熊猫回到树洞嗅闻熊
猫妈妈曾待过的每一处地
方。5月27日，四川卧龙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了
安装在卧龙境内的红外相机
多次拍摄到全球唯一的白色
大熊猫活动画面。

其中一处红外相机记录
下白色大熊猫与一对大熊猫
母子同框的画面，通过观察，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工
作人员认为，画面中的熊猫
妈妈极有可能是白色大熊猫
的妈妈。画面拍摄于今年2月
底，一对大熊猫母子在一处
树洞休息，白色大熊猫渐渐
地向它们靠近，熊猫妈妈首
先察觉，发出一声极短的警
示，胆大的熊猫幼崽便毫不
犹豫扑了上去，白色大熊猫
边向后撤退边发出“咩咩咩”
的叫声，向它们示意想要亲
近，熊猫妈妈全程保持“淡
定”未踏出树洞半步。一段时

间后，熊猫母子离开树洞，白
色大熊猫又回到树洞前，仔
细嗅闻熊猫妈妈曾待过的每
一处地方。此后也多次拍摄
到这三只大熊猫相互交叉的
活动轨迹。

据以往野外跟踪研究发
现，熊猫妈妈和它的孩子有
许多时间共处一个相互重叠
的巢域内，离开母亲独立生
活的个体三四年内多次回家
看望妈妈的情况，它会表现
出不停示好想要亲近，往往
母亲会默默接受或温和地将
其赶走，而其兄弟姐妹则会
更愿意与它追逐玩闹。这些
也都比较符合红外相机记录
到的事态发展。

自2019年5月公布了当
时还是幼崽的这只白色大熊
猫图片后，保护区工作人员
对它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追踪
监测，记录了它与多只野生
大熊猫个体的交叉活动轨
迹，以及它吃竹子、蹭树干做
标记以及疑似交配或打斗的
行为。 新华社发

四川卧龙多次拍摄到
全球唯一白色大熊猫活动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