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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8月17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七下八上”是防汛关键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
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国家防总、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职尽责、通力协作，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冲锋在前，解放军、武警部队紧急驰援，中央企业和社会力量勇挑重担，广大人民群众风雨同舟，共同构
筑起防汛救灾、守护家园的坚固防线，防汛抗洪救灾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会议强调，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全国多地暴雨、洪涝、台风等灾害仍然高发，一些流域仍存在洪涝
灾害风险，华北、东北部分山区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依然不能有丝毫放松。个别地
区旱情露头并发展，同样不可掉以轻心。各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要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始终把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各项工作。

N据福建日报

8月 17日，省第十一次
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福州
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周祖翼，中国
侨联党组书记、主席万立
骏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
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省政
协主席滕佳材出席。来自

全省各条战线、各行各业
的归侨侨眷代表，60 个国
家闽籍侨胞、港澳台侨界
代表人士和特邀嘉宾等
800多人参加会议。

周祖翼说，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做
好侨务工作，习近平总书
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侨务工
作指明了前进方向。福建
是全国重点侨乡，广大归侨
侨眷和海外侨胞与家乡有
着割舍不断的血脉情缘，八
闽大地永远是大家身心停
泊的“港湾”。他希望广大
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始终
高举爱国旗帜，胸怀民族复
兴大业，弘扬以陈嘉庚为代

表的华侨精神，积极响应党
的号召，做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同心圆梦者。始终心
系家乡发展，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积极投身新福建建
设，献计出力、穿针引线、添
砖加瓦、铺路搭桥，延续善
心义举，积极回馈桑梓，做
推进福建高质量发展的积
极参与者。始终促进闽台

融合，积极搭建更多有利
于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的平
台，推动闽台产业深度融
合，让两岸同胞越走越近、
越走越亲，做祖国统一大业
的坚定拥护者。始终坚定
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
筑牢文化根基，推动文明交
流互鉴、增进民心交融互
通，促进中华文化、福建文

化更好走向世界，做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有力传播
者。周祖翼要求，全省各级
侨联组织和广大侨联干部，
要更好地凝聚侨心、汇聚侨
智、维护侨益、发挥侨力，
当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
的贴心人，以实际行动坚
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

凝聚侨心汇聚侨智 维护侨益发挥侨力
省第十一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榕召开，周祖翼在开幕式讲话

N据福建日报

8月 17日，全省耕地保
护和粮食安全工作会议在
福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周祖翼出席
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耕地保护和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耕
地红线，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更好服务于发展大
局。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
主持会议。

周祖翼指出，粮食安全
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和
粮食安全工作，党的十八大
以来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
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
的头等大事，多次对耕地保
护和粮食安全提出重要要
求，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
基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
保护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
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乡村振兴
战略，准确把握我省耕地保
护和粮食安全工作形势，增
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
维，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加
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
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以
实干实绩坚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周祖翼强调，签订责任
书就是立下军令状。要落
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不
折不扣落实国家下达的目
标任务，切实把耕地红线守

护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好、耕地占补平衡和进出平
衡落实好、耕地保护执法推
进好，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防止耕地“非粮化”。
要着力提升粮食产能。深
入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
升行动，一季盯一季压茬推
进，突出政策落实、种业创
新、科技支撑，全面兑现各
项稳粮惠农政策，深入实施
种业振兴行动，推动农业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粮食
生产增产增效。树立大食
物观，加强“菜篮子工程”建
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

系。要着力抓好粮食储备
供给。守好粮食储备关，完
善储粮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打造粮库信息系统“一张
网”，全面推进粮库现代化
建设。守好粮食应急供给
关，落实保供稳价措施，完
善应急保障体系，保持粮食
市场总体平稳。守好储备
粮食安全关，实行粮食入库
质量安全检验制度，全覆盖
开展飞行检查，持续加强粮
食质量安全检测、监管和风
险管控。

周祖翼要求，要加强
组织领导，为做好耕地保

护和粮食安全工作提供坚
强保障。全省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把耕地保护和粮食
安全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首要任务，坚持五级
书记共同抓，主要负责同
志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
自推进，层层压紧压实责
任。要加强要素保障，加
大资金投入，撬动更多金
融资源和社会资本投入耕
地保护和粮食生产。要加
强宣传引导，动员社会力
量积极参与进来，让爱粮
节粮新风尚进社区、进乡
村、入家庭、到个人。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全省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周祖翼强调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

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会议强调，要认真排
查总结，抓紧补短板、强
弱项，进一步提升我国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要进
一步建强各级应急指挥
部体系，完善调度指挥、
会商研判、业务保障等设
施设备和系统，确保上下
贯通、一体应对。要加强
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能力建设，立足执行急难
险重任务，突出区域性重
大自然灾害救援需求，尽
快形成区域救援实战能
力。要着力提升基层防
灾避险能力，完善基层应
急管理组织体系，加强和
规范基层综合性应急救
援队伍建设，为防灾重点
区域和高风险乡镇、村组
配备必要装备，提升基层
自救互救能力。要加快
完善流域特别是北方地
区主要江河流域防洪工
程体系，强化蓄滞洪区安
全建设和运行管理，整体
提升防御能力。要加强

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规划
和建设，更新提升城市排
水管网等基础设施运行
能力，与河道排涝工程有
效衔接，保障城市骨干排
水通道畅通。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
落实主体责任，各级领导
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
部要靠前指挥，各有关地
区、部门和单位要各司其
职，消防救援队伍、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要勇往直
前，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
用，在防汛抗洪救灾一线
挑重担、当先锋、打头阵，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党
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
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
为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
重建的强大政治优势，全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会议指出，要精准预警
响应，进一步加强气象预警
与灾害预报的联动，突出临
灾预警，做好点对点精准预
报和滚动更新，强化预警指
向性，落实直达基层防汛责
任人的临灾预警“叫应”机
制，加强预警和应急响应联
动，落实应急预案行动措施，
把握工作主动权。要突出防
御重点，流域性大洪水始终
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要
把江河流域的防洪调度工作
谋划好、落实好，全面做好预
案、队伍、物资和蓄滞洪区启
用准备，保障大江大河安全
度汛；要细化落实中小河流
洪水、中小水库度汛、山洪和

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薄弱
环节防洪保安措施，把各类
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
要统筹抓好防汛和抗旱工
作，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
转。要果断转移避险，“宁可
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
关键时候果断撤离转移危险
地带群众，进一步细化人员
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应转尽
转、应转早转。

会议强调，要全力抢险
救援，统筹调度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中央企业和社会救
援力量等各类救援力量，确
保高效救援、科学救援，全力
固堤排险，全力抢救被困人

员，全力搜救失踪人员，最大
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对薄弱
堤段、关键堤防要提前进行
加固加高，安排专门力量不
间断巡护巡查，及时处置管
涌、溃坝等重大险情，坚决守
住安全度汛底线。要妥善安
置群众，这场灾害受灾面广、
蓄滞洪区启用多、转移安置
群众多，要千方百计保障好
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做好
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工作，
强化市场保供稳价，尽快恢
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会议指出，要用好救灾
资金，加快恢复重建，抓紧
抢修交通、通讯、电力等受
损基础设施，抓紧修复灾毁

农田和农业设施，加大农资
供应保障力度，加强对农民
的农技指导，组织农民积极
补种补救，做好农业防灾减
灾工作，最大程度减少农业
损失，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要加快推进学校、医院、养老
院等公共设施恢复重建，保
证受灾学生都能按时开学
返校。要迅速启动灾毁房
屋修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
入冬前能够回家或搬入新
居，安全温暖过冬。金融机
构要优化简化相关程序，加
强对受灾地区的信贷支持和
保险理赔，同时持续做好风
险隐患排查，努力帮助受灾
群众和经营主体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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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帮助受灾群众和经营主体渡过难关

加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规划和建设
保障城市骨干排水通道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