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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言
（1）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

徼。（2）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3）虚而不屈，动而愈
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4）绵绵若存，用之不勤。（5）居善地，心善渊，与善
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6） 持而盈之，不
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7）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8）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
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9）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
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而新成。（10）知常容，容乃公，
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集《道德经》句

评评
贾樟柯评剧本创作：构不成情节，但构成气味。
刘相美评《顾随全集》：顾随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位卓然特立的诗人。

先生讲说诗词的精妙，时时处处不脱离人，不遁于世，而这人又不止于诗人
词人，而是延展到了普通的读诗读词的大众，让文学可以与人生息相通。

戴明贤评《乡愁》：十来个短句的《乡愁》，道尽时间数十年、空间千万里的乡愁。

诗诗
妻：槟榔一去，已过半夏，岂不当归耶？谁使君子，效寄生草缠绕他枝，

令故园芍药花无主矣。妾仰观天南星，下视忍冬藤，盼不见白芷书，茹不尽
黄连苦！古诗云：“豆蔻不消心上恨，丁香空结雨中愁。”奈何！奈何！

夫：红娘子一别，桂枝香已凋谢矣！几思菊花茂盛，欲归紫菀。奈常山路
远，滑石难行，姑待从容耳！卿勿使急性子，骂我曰苍耳子。明春红花开时，吾
与马勃、杜仲结伴返乡，至时有金相赠也。——李时珍与夫人的“中药情书”

理理
气象要高旷，而不可疏狂。心思要缜密，而不可琐屑。趣味要冲淡，而

不可偏枯。操守要严明，而不可激烈。大事难事看担当，顺境逆境看襟度。
临喜临怒看涵养，辟行辟止看识见。有作为者，定有不凡。

——黄冀鉴《四川宜宾流杯池公园石壁刻言》

史史
“万里茶道”，指明末清初晋商开辟的从中国福建起，到达俄罗斯恰克

图，再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延伸到圣彼得堡的茶叶贸易路线，途经大小 200
多个城市，总长达 1.3万公里，是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一条重要国际贸易通
道。 （正向平 辑）

以新金融行动服务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
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谢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深入推进能源革命”。能源是
工业的粮食、国民经济的命脉、民生改
善的保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物质基础
和动力源泉，也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
主战场。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认真践行
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将助力能源
安全和“双碳”目标的实现作为新金融理
念的重要内涵和“十四五”期间金融服务
的“重中之重”，在资产定价、信贷政策、
资源配置、规模保障等方面建立差别化
配套支持政策，为将内蒙古自治区建设
成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提
供强劲有力的金融动能引擎。

推动新能源高质量跃升发展

坚持绿色发展是必由之路。推动
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
能源，做大做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是内
蒙古发展的重中之重。围绕“风、光、氢、
储”等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提升，建设银行
内蒙古分行加速探索金融服务现代能源
体系构建的有效路径，针对新能源为主
的绿色信贷领域，制定了“58910”发展
战略，即 100%调研覆盖，90%申报审
批，80%获得批复，50%贷款投放。按照
该战略，对于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
目、自治区保障性并网项目、源网荷储等
市场化并网项目以及新能源制氢等重点
项目，实施名单制服务，按周跟踪进度，
按月落实投放，切实加大新能源领域信
贷支持力度，推进能源经济多元化、低
碳化、高端化。截至 2023年 6月末，建

设 银 行 内 蒙 古 分 行 绿 色 信 贷 余 额
712.74亿元，较年初新增 160.92亿元，
本年实现累计投放金额203.62亿元。

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目前拥有可
再生能源补贴确权贷款、合同能源管理
融资、碳金融贷款、绿色E销通、绿色租
融保等一系列产品，并接受以水权、林
权、发明专利权等权益质押融资，助力
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

近年来，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持续
助力内蒙古中环产业园打造光伏制造
产业集群，先后支持了内蒙古中环晶体
材料有限公司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电池用
单晶硅材料产业化工程四期、五期、五期
扩能项目以及内蒙古中环领先半导体材
料有限公司集成电路用大直径半导体硅
单晶二期项目，共批复额度超过 50亿
元，投放近20亿元。其中五期扩能项目
及半导体硅单晶二期项目建设银行均为
外部银团贷款牵头行，积极发挥组织协
调作用，分别为企业组建了19亿元、20
亿元银团贷款，促进了企业体量增大与
产能提高，产品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持续助力传统能源供应保障

统筹平衡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关系
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传统能源的逐步
退出需要建立在新型能源体系健全完备
的基础之上。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水
电、风电、光电等波动性较大的能源，都需
要提前做好极端情况下的预案，因此煤炭
和煤电仍将在一定时期内为保障我国
能源电力安全发挥兜底的作用。

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积极支持煤
炭增产保供与煤电兜底保障资金需求，
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保供重点煤
电企业集中攻坚行动方案》，通过为保
供企业提前申报授信，提前储备流动资
金贷款额度，在用煤高峰期快速实现信
贷投放，按期调度各二级分支行的信贷
申报及投放进度。多部门联合下发《关于
做好能源保供快速响应的工作机制》，从
准入、审批受理、放款等多个环节明确时
效，对符合支持条件的煤电、煤炭、供暖等
企业，开辟绿色办贷通道，优先受理、优先
审批、优先放款。截至2023年6月末，建
设银行内蒙古分行煤炭行业贷款余额
192.11亿元，较年初新增29.84亿元，本
年累计投放信贷资金67.31亿元；建设银
行内蒙古分行火电行业贷款余额205.15
亿元，较年初新增34.14亿元，本年累计
投放信贷资金74.79亿元。

支持战略资源高效开发利用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6月初在内蒙
古考察时强调，要发挥好战略资源优
势，加强战略资源的保护性开发、高质
化利用、规范化管理，加强能源资源的
就地深加工，把战略资源产业发展好。
稀土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包头市依
托稀土储量世界第一的资源禀赋，正在
建设全国最大的稀土新材料基地和全

球领先的稀土应用基地，全力打造“世
界稀土之都”。

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围绕包头稀
土资源优势，深入开展产业发展调研，
关注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达
茂巴润工业园区等园区，为重点企业批
复授信近 20亿元，其中为龙头企业北
方稀土批复授信5亿元，用于供应链融
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及发放流动资金
贷款，全方位满足企业经营周转资金需
求；以磁性材料和下游电机应用为方
向，择优支持高频软磁、闪烁晶体、稀土
颜料、反射隔热、断热、感光变色等材料
的产业化应用，为自治区重点上市后备
企业天和磁材批复授信2亿元，并与企
业签订了《上市后备企业主办行合作协
议》，带头协调、纾解企业上市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和困难，提供融资+融智综合
金融服务；聚焦稀土资源—采选和冶炼
分离—稀土新材料—稀土终端应用全
产业链条，服务战略资源精深加工和产
业链条向高端延伸，助力内蒙古稀土从

“世界级储量”迈向“世界级产业”。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

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建设银
行内蒙古分行将不断丰富新金融的绿
色内涵，以综合化的金融服务保障能源
安全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充分发挥绿
色金融的资源引导作用，助力构筑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坚强能源保障。

“暖城之暖”鄂尔多斯主题征稿启事
为了用文艺的形式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诠释“鄂尔多斯，温暖世界的城市”深刻内涵，

鄂尔多斯市文联特举办“暖城之暖”鄂尔多斯主题征稿活动。

本次活动为有偿征集，优稿优酬。详情敬请扫码关注了解。

新华社北京 8月 6 日电 8 月 6
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
组织防汛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
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
研判雨情、汛情、灾情，研究部署重点
地区防汛救灾工作，视频连线天津、河
北、黑龙江、吉林等省份防办，安排部
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会商指出，当前大清河、永定河洪
水正在过境天津，子牙河洪水也将抵
达，堤防和蓄滞洪区内围堤巡查防守
压力大，北京、河北受灾群众救助和恢
复重建任务较重。松花江南岸、嫩江
右岸部分河段超警超保，黑龙江、吉林
两省抗洪压力较大。广西、云南正遭
遇新一轮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山洪
地质灾害风险高。各级防指要树牢底
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打赢防汛抗
洪这场硬仗。

会商要求，加快人员搜救速度，继

续全面排查、全力搜救，同时做好救援
人员自身防护。落实好集中安置点各
项生活保障措施，加快恢复重建工
作。继续加强行洪、滞洪河段堤防巡
查防守，天津地区要以最高标准、最严
措施做好洪水防御。吉林、黑龙江两
省要重点做好松花江干流及支流拉林
河、蚂蚁河、牡丹江等流域防汛抗洪，
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广西、云南、江
苏、山东、河南等地近期要立足于最不
利情况严防局地极端强降雨，加强中
小河流、中小水库、尾矿库、薄弱堤防
巡查防守。

据悉，当前国家防总维持对天津、
河北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北京、吉
林、黑龙江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于6日向天津、吉林、黑龙江共调拨
9000个家庭应急包，支持做好受灾群
众紧急转移安置工作。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商
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上接第1版
内蒙古黄河流域水资源匮乏，水

资源可利用总量为89.75亿立方米，其
中黄河分水 58.6 亿立方米，人均水资
源量（含分水）仅为 900立方米，为全
国和全区平均水平的41%。为进一步
保护好水资源，算好用水“绿色账”，不
再无节制用水，引黄灌溉用水权确权
证书的发放让用水有了“底线”。

“我们不仅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
的刚性约束，坚决落实‘四水四定’原

则，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
把用水户的思想观念从过去农业用
水的刚性需求转变到刚性约束上，还
要明晰供、用水双方的主体职责，把
用水权总量控制、定额管理抓在手
上、落在实处，实现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做到‘有多少汤泡多少馍’。黄
河水资源是有限的，用水权确权会增
强农民的节水意识，改变灌溉方式。”
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办公室
副主任梁勇说。

河套灌区 2761 张用水证
让浇地用水有了“底线”

■上接第1版
除了音乐节，还有各地红红火火

的那达慕。7月 23日，“相约草原·遇
见那达慕”第33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
浩特市隆重开幕，辽阔草原沸腾了。8
月、9月，全区各地都将有那达慕陆续
举行。12月 7日，将在呼伦贝尔市举
办第 20 届内蒙古冰雪那达慕，结合

“十四冬”推出观赛、场馆参观、滑雪体
验等特色旅游项目，给游客创造精彩
纷呈、妙趣横生、独具魅力、回味无穷
的冰雪体验。

“从东到西火起来，一年四季热起
来”这是内蒙古文旅市场的发展目的。

“每年夏天过节就像过日子，过
日子就像过节。”这是“永不落幕”
的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的口语
表达。

走过 20 年的中国· 内蒙古草原
文化节已经成为内蒙古全民的节日，
今后必将不断为北疆文化注入新鲜元
素，激励2400多万各族儿女焕发奋斗
豪情，全力办好两件大事，奋力书写中
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擦亮公共文化服务“金名片”

■上接第2版 积极探索“北京企业＋
内蒙古资源”“北京总部＋内蒙古基地”

“北京研发＋内蒙古制造”等产业园建
设发展模式，推动共建更多产业园区。

发挥产业对接平台效能。依托京
蒙产业对接平台，常态化精准对接内蒙
古产业供应链与北京需求链，推动京蒙
产业协作全域全链条发展。每年举办

“京蒙百企情 亮丽内蒙行”产业对接
活动，打造产业对接品牌，提升品牌知
名度和影响力。

加强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
进内蒙古产业相对集中的发展区水、
电、路、通讯等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补齐产业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农
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设施节点布局、服

务网络和支撑体系，推动内蒙古绿色农
畜产品优质高效进入北京及全国市场。

问：下一步的工作思路是什么？
答：接下来，我们将贯彻落实好《京

蒙协作“产业合作倍增计划”实施方
案》，加大京蒙协作资金倾斜力度，积极
引导两地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参与京蒙
协作。会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信

厅、农牧厅、文旅厅、科技厅、能源局、工
商联等部门，落实科技、税收、土地、人
才、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政策，有效提
高要素保障水平。坚持“所需”与“所
能”相结合，坚持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做好“土特产”文章，打造品质优、效益
高的特色产业基地。深化京蒙在新能
源装备制造、稀土、大数据等产业领域
的合作，培育壮大产业集群，推动北京
产业梯度转移和内蒙古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

深化协作同向发力 推动产业集约集聚发展

■上接第2版
今年，科尔沁区余粮堡镇全域耕地

实现了浅埋滴灌全覆盖，余粮堡镇查干
敖村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联合通
科集团提供玉米种植全流程社会化服
务，实现整村耕地统一播种、施肥、管

理、收割、销售，规模化、集约化的生产
经营实现种植收益最大化。

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及浅埋滴
灌技术的应用，通辽市有效缓解了地下水
下降趋势，以农业高效节水工程为契机，
促进了规模化经营发展，提升了组织化程

度，促使大量的农民从耕地上走出来，参
与其他产业发展，提高收入水平。浅埋滴
灌促进玉米增收的同时，也让红干椒、圆
葱、甜菜等特色经济作物焕发新的活力，
加快当地农业深度转型，农业生产实现了

“五省四减三增两促进”的综合效益，即在

低压管灌基础上每亩省水 36%、省电
36%、省时47%、省地8%、省工33%；减
少肥料养分流失，减少药量、降低病虫害
发生，减少地膜用量，通过井电双控、药肥
双节减少成本；亩均增产100公斤以上、
增收200元以上，经济效益大幅增加；促
进了规模化经营和种植业结构调整，带动
全市生态环境整体性好转，促进了农牧民
增收，实现了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多赢。

通辽:推广浅埋滴灌技术 打造高效节水农业

■上接第1版
刘德仲家在村边，8月 1日被洪水

包围。救援人员腰上拴紧绳子，冒险
下水向着对面游去，成功拉起一条绳
索，用橡皮艇将已经接近昏迷的刘德
仲救出。

转移翻山越岭——
“有人来救我们了！”8月 3日，一群

被困涞水县野三坡 4天的学生看到救
援人员到来，开心地欢呼起来。

因暴雨导致路面坍塌、道路受阻，
一所学校 45名师生被困野三坡万鑫
酒店，一同被困的还有该酒店 15名工
作人员。保定市涞水县消防救援大队
6名消防员冒着危险，经过 3个多小时
的跋涉，最终将被困人员转移到安全
区域。

（二）

在各级努力下，受灾群众正在得到
妥善安置。

一瓶瓶矿泉水、一袋袋面包送到群
众手里……在廊坊市文安县苏桥镇中
学安置点，受灾群众正在领救援物资。

“一日三餐都有两菜一汤和主食，
在饭后还提供苹果、香蕉、西瓜等水
果。”苑口村村民杨小苓说，在安置点比
较安心，最重要的是家人平安。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住
房城乡建设部成立专门工作组赴涿州
市现场指导，积极协调帮助做好城市排
水防涝等工作；北京排水集团派出4套
大型应急抽排机组、14辆车、63人，支
援积水应急抽排工作。

“目前涿州城区主干道路积水基本
已消退，一些地方积水还比较严重，急
需抽排。”北京排水集团副总经理屈辉
介绍，目前的总抽排能力为每小时 1.2
万立方米，将优先抽排医院、变电站等
重要公共基础设施和受淹较重的大型
居住小区。

对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各有关部门、河北全省上下须臾不懈、
狠抓落实，强化救灾安置和生产生活恢
复，全力打好防汛抢险和受灾群众保障
攻坚战。

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第一时间
针对河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随后又提升至三级，迅速派出救灾工作
组赶赴洪涝灾区一线指导开展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选派工作人员和医疗

专家参加工作组。国家发展改革委先
行安排河北 1亿元用于灾后应急恢复
重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安排资金用
于支持受灾群众生活安置和生产生活
恢复。

河北省全力加强灾害救助。省减
灾委连夜派出 9个工作组分赴各市开
展救灾工作，及时下拨救灾资金和物
资；灾区卫健部门组建巡回医疗队为受
灾群众提供上门健康服务，确保伤病群
众得到及时救治，对灾区受污染饮用水
实施全覆盖式巡查。

一条条道路正全力抢通——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按照“随断随

抢、随抢随通”的原则，对断交路段采取
搭设应急桥梁、开辟临时便道等措施，
断交路段 24小时抢通，特殊情况下 48
小时抢通，确保救灾人员和物资运输畅
通。对非断交水毁路段，加强巡查，及
时清理边坡落石，处置路基塌方，消除
隐患，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河北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养护保
通部部长臧燕勤介绍，截至8月 4日 16
时，已抢通1011处、占比81%。普通国
省干线公路已抢通90处、占比70%，农
村公路已抢通916处、占比82%。

一束束信号重新恢复——
8月 3日一早，河北涿州灾区的不

少群众收到一条短信：“涿州的乡亲们，
因暴雨致通信中断……目前可从空中
恢复停网区域的公网通信。请尽快联
系家人，耐心等待救援。祝平安！”

通信畅通是防汛工作的基础与保
障。灾情发生后，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
召开重点地区防汛通信保障工作专题
调度会，三大通信运营商迅速响应驰援
涿州。

一盏盏灯渐次点亮——
河北省市县三级电力部门开展 24

小时应急值守，全力抢修受损电力设
施。国家电网组织国网天津、冀北、山
西等派出运维保障人员，调配低压应急
发电车及小型发电机支援河北。

托稳百姓“菜篮子”，全省肉、蛋、
菜、奶、果等生活必需品货源渠道畅通，
供应充足；严防次生灾害，加强对塌方、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巡查预警，
排查整治大中型水库风险隐患；强化环
境消杀，全省累计派出卫生防疫队超
320支1000余人……

在保定市易县七峪乡一处塌方现
场，70 多名村民搭起 100 多米的物资

接力“传送带”，正在运输面包、方便
面等。

“救援队伍抢通应急通道后，乡亲
们也积极自救，主动运输物资。”看着逐
渐下降的水位，七峪乡党委书记赵菲菲
说，“请总书记、党中央放心，我们有信
心让受灾群众早日恢复生产生活。”

（三）

目前，本轮降雨过程已经明显缓
解，但防汛仍处在最吃劲的时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和有
关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压实责任，强
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巡查值守，紧
盯防汛重点部位，落实落细各项防汛
措施。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河北省委、省政府筑牢底线思维，
及时调度、周密部署、一线督导，相关地
市、厅局加强会商研判、监测预警和应
急联动，广大干部群众万众一心，确保
各项措施落细落实。

水利工程是防汛抗洪的重要安全
“屏障”。

8月 2日 12时许，位于河北邢台的
临城水库第一溢洪道。随着闸口调整，
下泄水流明显变小，出库流量从每秒
100立方米减少为50立方米。

“此次强降雨以来，临城水库充分
发挥拦洪、滞洪、削峰、错峰作用，及时
调整出库流量为下游减压。”临城水库
事务中心副主任王兴介绍。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传来消息，
截至8月4日，全省统筹调度32座大中
型水库削峰拦峰；陆续启用小清河分洪
区，兰沟洼、东淀等多处蓄滞洪区，分减
洪水18亿立方米。

8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受灾
地区尤其是山区要防范次生灾害，切不
可松劲。

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河北各
市县强化实时监测预警，及时发布暴
雨、山洪、地质等灾害预警，科学有力防
范应对。

截至 8月 4日 7时，张家口、承德、
保定、邯郸、邢台、石家庄、秦皇岛等 7
个市 40个县（市、区）产生山洪灾害预
警10934次，通过监测预警平台累计向
9.07 万名防汛责任人发送预警短信
38.98万条，县级启动预警广播 2.85万
站次。

河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
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期，通过三
大运营商向社会公众发送山洪灾害气
象预警短信2.2亿条。

目前，洪水正在由上中游向下游
推进，如何让洪水安然入海是接下来
的重点。

河北省水利厅要求，坚决保障滞洪
安全，特别是加强对隔堤围堰的巡查值
守，合理调控分洪流量，严格控制淹没
范围，尽最大努力减少滞洪损失。

截至目前，海河流域已启用宁晋
泊、大陆泽、小清河分洪区、兰沟洼、东
淀、献县泛区、共渠西、永定河泛区等 8
个蓄滞洪区。

“启用蓄滞洪区，必须事先做好区
内人员转移工作，应撤尽撤，应撤必撤。”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表示，他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的指示精神，按照有关规定启用蓄滞
洪区前，千方百计做好蓄滞洪区围堤隔
堤、安全区围堤等巡查防守工作，确保
蓄滞洪区及时安全有序运用和群众生
命安全。

基本救灾物资充分保障。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建立救灾物资

管理工作联系协调机制、救灾物资规划
采购管理调拨工作机制和救灾物资信
息共用共享机制，确保洪水灾害发生后
物资调拨通畅、救助保障及时。

在河北涿州职教中心安置点，记者
看到，各地的救灾物资陆续抵达这里，
并分发到约2600名受灾群众手中。

应急抢险队伍随时备战。
涿州市成立了 28 支共计 8755 人

的应急抢险队伍，并与驻涿部队等协
作，全力做好救援保障，并且全部配备
了冲锋舟和大型救援设备，安排部队
官兵和专业应急抢险队伍24小时待命
值守。

此时此刻，河北仍在全面排查搜救
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并妥善安置受灾群
众，确保不漏一户一人，抢险救灾还在
持续。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扛起责任，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一定能够带领广大
受灾群众渡过难关，取得抗洪救灾的最
后胜利！

（记者 霍小光 张晓松 齐中
熙 林晖 周圆 张涛）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众志成城 同舟共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