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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
这场发布会作出详解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江河保
护治理的意见》近日对外公布。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来自水利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围绕意见相关问
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水网建设是江河保护治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当前，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
快完善，一批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推进。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张祥伟介绍，目
前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已经累计调水突
破800亿立方米；2022年以来，珠三角水资
源配置、引江济淮一期、引汉济渭等12项重
大引调水工程建成通水；近年来新开工的黄
河古贤水利枢纽等31项流域防洪控制性工
程和重点水源工程，建成后可新增供水能力
49亿立方米。

在推进省市县级水网建设方面，我国近
年来新建安徽怀洪新河、广西下六甲等72处
大中型灌区，并对1900多处大中型灌区实施
现代化改造，将新增改善灌溉面积1.91亿
亩。2022年以来，我国完成了6.3万处农村
供水工程，提升3.4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保

障水平。
如何推动水利工程建设提质增效？“国

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将坚持项目跟着规划
走、资金跟着项目走、机制跟着资金走，推动
工程高站位谋划、高质量建设和高水平运
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负责人关
锡璠说。

关锡璠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下
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完善项目前期
工作、及早下达中央投资、加强建设质量管
理、强化工程运行管护，继续加快推进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

形成人水和谐共生的
江河保护治理格局

意见提出形成江河哺育人民、人民守护
江河、人水和谐共生的江河保护治理格局。
在场部门负责人表示，需从节约用水、地下水
保护治理、复苏河湖生态等多方面着手，推动
人水和谐。

意见对全方位提升节水水平作出系统部
署。水利部总规划师吴文庆介绍，目前我国
以全球6%的淡水资源创造了世界18%以上
的经济总量。水利部将围绕农业节水增效、

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等方面，建立健
全科学灌溉制度、节水产业发展、再生水利用
管理等制度体系，推进节水事业高质量发展。

地下水保护治理是全面推进江河保护
治理的重要一环。与2015年相比，当前全
国地下水超采量减少 31.9%，超采区面积
减少6.8%。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张祥伟表示，将在已
有治理工作基础上，提出地下水压采、回补和
河湖恢复面积等具体目标，从节水、产业结构
调整、水源置换、生态补水等方面采取措施，
压减超采量，填补亏缺量，力争实现地下水水
位持续稳中有升。

近年来，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取得显著成
效。“大家熟悉的京杭大运河连续4年全线贯
通，永定河连续5年全线贯通，海河流域河湖
生态环境持续好转。”水利部副部长陈敏介
绍，越来越多的河流水量多了、水质好了。

聚焦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的下一步举措，
陈敏表示，要着重抓好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
河湖生态流量管理、强化水域岸线管理与保
护、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坚持不懈抓
好江河湖泊生态保护治理。

构建流域防洪减灾新格局

意见提出构建流域防洪减灾新格局。陈
敏介绍，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新格局，就是
着力构建现代化洪涝灾害防御“三大体系”，
系统提升洪涝灾害风险防控能力。

构建现代化洪涝灾害防御“三大体系”，

即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构建雨水情监测

预报体系、健全洪涝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具

体举措包括综合运用蓄洪、滞洪、泄洪、排洪

等综合措施增强对洪水的主动调控能力，优

化气象水文监测站网布局，构建责任落实、决

策支持、调度指挥“三位一体”的洪涝灾害防

御工作机制等。

今年，我国区域性阶段性旱涝特征明

显。截至4日上午8时，我国累计已有329条

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目前全国已进入主汛期。”陈敏表示，水

利部将围绕“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

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

标，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强化流域水工

程统一联合调度，抓好重点环节防御措施，全

力保障江河安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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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批“劫贫济富”

这一法案因造成联邦援助削减、长期
债务增加以及为富人和大企业减税而备受
争议，被一些人士批评“劫贫济富”、将美国
进一步推上财政不可持续道路。两名共和
党籍众议员当天在表决中投了反对票。

美国媒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根据参

议院版本法案，医疗保险和其他联邦援助
的削减，将抵消轻微税收减免给许多家庭
带来的改善，最终受益者主要是富人。

《纽约时报》评论，最新版本法案“将
最大利益留给了富人，数以百万计低收入
美国人可能因此遭受巨额经济损失”。报

道援引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最新分析
称，如果法案得以实施，处于收入最低水
平的五分之一美国人的年度税后收入将
在未来十年内平均下降2.3%，而处于收入
最高水平的五分之一美国人的年度税后
收入将增长约2.3%。

“海鸥振翅，展鸿鹄之志；一座江城，愿听天
下风雨声……”长江之畔，记者在安徽省芜湖市
第二中学的校园里听到这样一首校歌。歌声唱
给“江城”走出的抗战名将——戴安澜。

戴安澜自号“海鸥”，芜湖无为人，毕业
于黄埔军校，曾参加北伐战争。抗战期间，
他在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中
屡建战功。

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戴安澜
率第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
战，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在同古展开血战。他带
头立下遗嘱：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需坚守到
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
以参谋长代之……全师各级指挥官纷纷效仿，
誓与同古共存亡。

历时12天的同古保卫战，200师以牺牲
800人的代价，打退了日军20多次冲锋，歼灭
敌军4000多人，俘敌400多人，予敌重创，打出
了国威。

就在不久之后，部队遭遇敌人袭击，戴安澜
身负重伤，在距祖国只有100多公里的茅邦村，
38岁的“海鸥”艰难地向祖国的方向凝望片刻
后，永远闭上了双眼，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反
攻！反攻！祖国万岁！”

戴安澜将军追悼仪式在广西全州举行，毛
主席亲笔题赠挽词。抗战胜利后，戴安澜的灵
柩迁葬回芜湖。“随戴将军一起‘回来’的，还有
安澜工业职业学校，也就是我们学校的前身。”
芜湖市第二中学党委书记毛红说，学校还有个
名字叫“安澜中学”。

走进无为市洪巷镇练溪社区风和村，一座青砖黑瓦的
民居映入眼帘，这里是戴安澜故居，如今陈列着他的生平
事迹、照片和部分勋章等。

“1904年，戴安澜在这里出生，后来不断学习、成长，走
上了保家卫国的道路。”洪巷镇干部戴茂标是将军的后人，
他告诉记者，戴安澜因身体瘦弱落选军校，而后刻苦锻炼，
终于成为了黄埔3期的学员。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改名为

“戴安澜”，自号“海鸥”。“以名言志，安邦定国，搏击风浪。”
戴茂标说。

故居不远处，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枫树，相传戴
安澜从树下经过，走向革命，如今成了游客们的一处怀
想地。

村民告诉记者，戴安澜不仅是教科书上的英雄，更是
亲切的家乡人：他爱唱戏，擅长旦角；他重视教育，亲戚在
家乡创办仁泉小学，他带头捐钱；他有情怀，为儿女起名

“覆东”“靖东”“澄东”“藩篱”，寓意安定东方、保家卫国；他
倡导新式婚姻，与夫人无比恩爱，却在家书中写下绝笔：

“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
死，事极光荣……”

如今仁泉小学依旧书声琅琅，老枫树被画进校徽，一
只只海鸥绣在学生们胸前，安澜的名字挂在了书屋上。“海
鸥是将军，也是我们。”一位学生说。

芜湖市区风景优美的赭山上，安葬着戴安澜的遗
骨，常有祭扫的市民献上鲜花，表达对英烈的敬仰和
追思。

在“江城”很多地方都能找到海鸥和安澜的“踪
迹”。名为安澜的路上车流如织，名为安澜的桥见证长
江奔流。海鸥贴在芜湖二中的浮雕墙上，也悬挂在校
史馆的屋顶。毛红告诉记者，学校建设体现戴安澜事
迹的校史馆，把戴安澜的精神融入校训，学生成立各类
社团，将他的故事改编为话剧，用青春的方式继承英烈
遗志。

“我们要学习海鸥将军不畏困难、勇于向前、心怀大我
的精神。”芜湖市第二中学初二学生曹沐霖说。

在她以及很多芜湖人看来，枫树下飞出的那只“海
鸥”，早已化作万千形态“回家”：一座桥、一条路、一所学
校、一群水鸟……这便是英雄最恒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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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将签署“大而美”法案
实施后影响几何

美国国会众议院3日下午以218票赞成、214票反对
的表决结果通过总统特朗普推动的“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
案。该法案聚焦哪些内容？实施后将产生哪些影响？

特朗普：4日举办签署仪式

该法案已于本月1日获参议院通过。白
宫3日说，特朗普定于4日即美国“独立日”当
天签署该法案，使其生效。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说，
4日下午将在白宫举行签署该法案的庆祝仪
式，邀请所有国会议员到场。他还称赞共和党
籍众议长迈克·约翰逊“干得漂亮”。

“大而美”法案是特朗普2025年初重返白
宫后推出的标志性立法议程。

该法案主要内容包括延长特朗普在其第
一个任期内于2017年通过的企业和个人减税
措施，让小费和加班工资收入免于纳税等，其
核心条款是降低企业税。此前的众议院版本
仅将减税举措从2025年延长至2029年，即特
朗普政府任期结束之时，而参议院版本则将减
税举措无限期永久化。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分析，仅法案
中的延长减税措施在未来十年就将带来超过
4.5万亿美元支出成本。同时，参议院版本法
案在未来十年将使美国赤字增加近3.3万亿美
元，美国债务上限也将提高5万亿美元。

实施后影响几何

短期来看，投资者对这一法案背后体
现出的美国借贷可持续性表现出担忧情
绪，导致短期内资金逃离美国国债市场。

长期来看，该法案预计将持续让高收
入群体受益，而大量低收入群体的医疗保
健受到冲击，对低收入者有利的一些减税
措施则将在特朗普政府任期内逐渐退

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2034
年，参议院版本法案将让1180万美国人
处于没有医疗保险的境地。

美国各界普遍认为，美国贫富分化
日益严峻的前景不仅会对社会稳定和
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特朗普政府的
政策反噬，最终还将对其执政产生实质

性影响。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近期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特朗普政府对关税、
通货膨胀和政府支出的处理方式已引发
广泛不满，认为经济将恶化的受访者比例
高于2023年以来任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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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 日，在美国
华盛顿国会，众议院
议长迈克·约翰逊（坐
者）在签署法案后与
其他人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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