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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廖君 万芃琦

乐山日报公益广告乐山日报公益广告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
会议召开以来，武汉市坚持学思用
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大兴调查研
究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谋划
推动深化党员干部“下基层、察民
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组
织全市党员干部扑下身子、沉到一
线调查研究，变发展难题为调研课
题，努力在调研中站稳群众立场、
提升能力本领、解决实际问题，在
为民服务中切实推动主题教育持
续走深走实，进而形成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强大动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武汉市
在推进主题教育的过程中，把加强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作为重中之重，
组织全市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做到及时跟进学、全员覆
盖学、引导带动学。据统计，市直
各单位开展集中学习研讨620余
次；基层党组织开展“支部主题党
日”观摩活动635场；采取讲座式、

访谈式、情景式等多种形式，组织
开展“主题党课我来讲”活动1.1万
场；组织各级党代表开展“党代表
与我面对面”宣讲活动 560 余场
次。

“实践活动是主题教育的重要
内容，也是主题教育的重要成果之
一，要切实把实践活动贯穿主题教
育的全过程。”武汉市委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实践活动专班工
作推进会上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
带头，深入情况复杂、条件艰苦、矛
盾突出的地方，去梳理问题、排查
难题。

弄清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是什
么？最难办的事情是什么？最想
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围绕“创新驱
动发展、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
新路子、推进长江大保护、保障和
改善民生、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
大”5个方面，武汉“靶向”攻关，对
选题集中、影响较大、关联性较强
的50家单位的200余个调研课题
进行市级统筹，相关责任部门与5
个市委巡回指导组形成“双牵头”

负责制，采取查阅资料、座谈调研、
实地走访等形式，创新开展近百次

“组团调研”。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建设过

程中，面临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的问
题。一旦发生断电等电力突发事
件，将对价值超过5亿元的高端科
研设备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5
月初，武汉市科创办在调度东湖科
学城建设进展时，收到了武汉东湖
高新区提供的一所高校的“求助信
息”。5月中旬，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武汉市委第二巡回指导组
与武汉科技局就组织相关单位现
场调查提出初步解决方案。6月2
日，武汉这所高校相关负责人反
馈：电力增容事宜圆满解决，多部
门协同非常给力！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可能涉及
的单位，都应当是诉求主体的‘服
务员’。”武汉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组团调研
的意义，在于多视角发现问题、多
维度分析问题和多手段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武汉市还有效发挥
群众监督作用，赋予群众“打分
权”。从各行各业招募了30名优
秀代表，担当“群众评议员”，采取
实地看、现场问、座谈议、即时评的
方式，对主题教育成效进行评议。

在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道华
锦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间小小的
会议室里挤满了前来议事的居
民。增加小区停车位、改造共享小
花园、建设幸福食堂……这些与居
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全部是居
民们集思广益提出，并在社区帮助
协调下共同解决。

据了解，武汉市持续深化党员
干部“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
民心”实践活动，实施“美好环境与
幸福生活共同缔造行动”夯实基
层治理，着力办好面向居民的社
区教育学校；举办全市社区党组

织书记能力竞赛，组织1525名社
区书记登台拼实绩、比创新；开发
信息化平台，引导居民参与，有效
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
问题。

扑下身子、深入一线，用党的
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在主题教育开展过程中，武汉
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成员深入社
区、农村、企业、基层站所等，累计
开展课题调研3.2万人次、实事调
研4.6万人次，解决问题1.1万个。

武汉市主要负责同志表示，下
一步，武汉市将坚持围绕高质量发
展这个首要任务，组织全市党员干
部多干破难题、促发展的实事，多
办惠民生、解民忧的好事，以推动
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
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新华社武汉8月7日电）

武汉市：办实事解民忧，以为民服务实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新华社成都 8月 7 日电（记
者 王沁鸥 王春燕 袁秋岳 李倩
薇）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
运动会闭幕式将于8日举行。主
创团队日前透露，闭幕式将突出

“欢聚”和“惜别”两个主题，将通
过场地设置、视觉呈现手段等多
种方式的创新，向世界展示一个
绚丽多彩的成都。

闭幕式总导演甲丁介绍，闭幕
式将是一场青年人的欢聚，也是本
届大运会最后道别的地方。“梦想·
点亮未来”是这场欢聚和告别将要
传达的主旨。闭幕式将以本届大
运会口号“成都成就梦想”为创意
基点，用文艺表演和多项仪式，展
现青春孕育的无限希望，以及青年
将创造的美好未来。

“既然是青年人的盛会，表达
元素肯定要贴合当下青年的生
活。”闭幕式执行总导演魏思佳透
露，闭幕式舞台将以“手机”为设
计主元素，“因为对于现在的年轻
人来说，手机可以让沟通无极限，
可以让全球几乎任何地点联通”。

至于手机元素将如何与舞台
实景结合，主创团队暂未展示更
多细节，只表示在几次彩排中，参
与人员都情不自禁地拿起手机留
念。

“我们的希望是8日那天，所
有人进场后，也会情不自禁地拿
起手机拍、拍、拍，然后主动去分
享。”甲丁说。

事实上，在主创团队的设想
中，观众也是演出的重要组成部
分。“他们会不自觉地进入我们的
演出状态。”甲丁介绍，在舞台中
央的屏幕组合中，会有4个专属画
面属于现场观众，“我们会让大家
从头到尾感受到欢乐，就像是参
加了一场意犹未尽的派对”。

而在表演形式上，闭幕式将
引入当下颇受年轻人喜爱的歌舞
剧样态，用音乐这一国际化艺术
与文化语言，呈现一场歌舞剧式
的“青春嘉年华”。

川剧青衣与说唱歌手对歌、流
行女团与说唱俑造型打击乐手和
鸣……歌曲选用上充分体现中西、
古今的融合，并会引入电声乐队和
光感乐队等创新演奏形式。

“我觉得这场闭幕式要让成
都人民满意、体现成都特色的话，
对‘新’的追求是必需的。一个火
锅都能创造出那么多种吃法的地
方，创新也是成都人精神的一部
分。”甲丁说，比如，闭幕式上，观众
将看到“蓉宝”的多种“混搭”形象，
看到电视转播间位置的转变，看到
裸眼3D、机器人等技术的应用，甚
至看到闭幕式举办场地也与以往
的综合性运动会有所不同。

“感恩这个时代的积淀。”曾
担任 2001 年北京大运会闭幕式
总导演的甲丁认为，高科技手段
的运用让如今的闭幕式与20多年
前大为不同。科技让大胆的想象

能得以实现，让观众得到视听的
全面满足。

甲丁透露，作为闭幕式的核
心意象，主舞台就是“一棵大
树”。通过不断改进、优化的视觉
创作，观众将亲眼见证一棵枝叶
繁茂寓意生命茁壮的巨型珙桐树

“生长”于舞台之上，朵朵象征和
平的鸽子花绽放其中。

主创团队透露，闭幕式突破
常规，不在封闭体育场中举行，而
是选择在成都露天音乐公园举
行。“我们的场地类型没有任何范
例可以参考，这个场地有更强的
开放性、互动性。”甲丁说，“我们
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是要制造
一种浪漫，反映成都人的生活状
态，更是希望场地外景的无限延
伸可以让人们感受到，这里的欢
乐是无限大的，这里的幸福感没
有边界。”

据了解，为了让闭幕式更符
合青年人气质和成都气质，主创
团队在成都进行了数年采风，场
地的选择就是团队根据成都青年
人的生活方式做出的调整。

“成都太美了，谁愿意在这么
美的地方待在室内，待在封闭的
环境里呢？我们也希望在这场闭
幕式里带着大家去感受成都自然
的美好。”甲丁说，此外，闭幕式中
所选取的多个主要视觉元素，也
与成都的自然、文化、历史息息相
关。

成都大运会闭幕式
将让世界看到“这里的幸福感没有边界”

8月7日，在成都举行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混合团
体决赛中，中国队选手黄子淦/王伟莹以436.45分的总成绩获得冠
军。图为中国队选手黄子淦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记者 周圆 王聿昊）8
月7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滚动组织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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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情和灾情，视频连线
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等省份防办，安排部署重
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当前海河流域洪水正过境天津，松花江、嫩江
干流洪水继续演进，部分河段超警，江河堤防和蓄
滞洪区围堤巡查防守压力大。今年第6号台风“卡
努”可能对东北地区产生影响，防汛救灾形势不容
乐观、任务艰巨。

会商指出，海河流域要高度重视洪水演进和蓄
滞洪期间的巡查防守，紧盯重点部位；要科学统筹
推进蓄滞洪区涝水下排；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
和基本生活保障。东北地区要重点摸排、全力组织
搜救失联人员，深入细致做好人员转移安置等工
作；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发展态势；要进一步加大
排涝工作力度，努力减少农业损失；要抢修水毁工
程，强化地质灾害点隐患排查，严防次生灾害。

目前，国家防总仍维持对天津、河北的防汛二
级应急响应和对北京、吉林、黑龙江的防汛三级应
急响应。6日晚，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
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再次紧急向天津调运
700万条编织袋、300万平方米复膜编织布、1000
件救生衣等中央应急抢险救灾物资。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部署
海河流域东北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新华社石家庄8月7日电（记者 王昆）受台风
“杜苏芮”影响，河北省部分地区农作物、畜禽、水
产品和农业设施等出现不同程度受损。连日来，
河北各地组织开展农业抗灾救灾和灾后农业生产
恢复工作，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政府给我们调来抽水设备，保住了今年的庄
稼。”看见田里的水位有明显下降，衡水市安平县
万庆家庭农场负责人赵晓明悬了几天的心终于放
下来。

“庄稼是农民的饭碗，绝对不能有闪失。”据安
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范占想介绍，安平县抽调98
名专业技术人员分赴8个乡镇进行实地技术指导，
调配462台抽水泵参与农田排水作业，做好排涝、
病虫害防控、绝收复种的技术指导工作，确保下茬
种子供应到位，最大程度减轻涝灾影响。

“水退差不多，需要抓紧锄划一遍，然后进行中
耕。水淋溶之后地块营养流失严重，要及时追施
尿素或者喷叶面肥。”在邢台市南和区三思镇种粮
大户魏志平的玉米地里，积水已经基本排空。邢
台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杨
世丽在仔细查看墒情和苗情后，叮嘱后期管理要
点。

邢台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邱海飚表示，截至
目前，邢台市累计组织农业技术人员3000余人，深
入一线开展救灾减灾技术服务指导。发放技术指
导明白纸5万余份，开展病虫害防控及叶面肥喷施
56万亩次，为粮食生产安全保驾护航。

在邯郸市鸡泽县双塔镇中申底村一家蛋鸡养
殖场内，县农业农村局动物卫生监督所负责人高
仁鹏带领消毒技术指导组成员对养殖场内淹死的
410只蛋鸡进行集中收集，通过专业车辆运往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厂进行专业处理。

“家禽死亡后体内带有大量微生物，如不及时
进行无害化处理，任其腐烂发臭，病菌会四处扩
散，不仅污染环境，还容易引发疫病。”高仁鹏说：

“我们组织专业人员和车辆对死亡家禽集中无害
化处理，指导养殖场开展消毒消杀，防止动物疫情
的发生。”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河北省正
分区分类摸清行洪区、蓄滞洪区的农作物、畜禽和
水产养殖受灾情况，分析研判排涝设备、种子、农
药、肥料、饲料以及养殖场所消毒剂等需求数量，
加强调剂调运，确保生产恢复需求。

河北：

开展灾后农业
生产恢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