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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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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济

济宁21名学子上榜
入围清华、北大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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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
汛抗旱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期，南方多地持续出
现强降雨，广东、福建等地发生洪涝和地

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北方
部分地区旱情发展迅速，南涝北旱特征明
显。

习近平要求，要全力应对灾情，千方百
计搜救失联被困人员，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
损失。

习近平强调，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主汛
期，防汛形势日趋严峻，各地区和有关部门
要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压实责

任、加强统筹，扎实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
各项工作。要加强灾害监测预警，排查风险
隐患，备足装备物资，完善工作预案，有力有
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习近平对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应对灾情,做好防
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记者18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
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于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4.43
亿元，支持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等7省受灾
地区做好抗旱防灾救灾等相关工作。

近期黄淮海部分地区持续高温少雨、土地失墒，对夏播和
已出苗作物生长带来不利影响。财政部表示，此次下达的资金
将重点用于对受灾地区开展浇水补墒、改种补种、增施肥料等
农业抗旱措施给予适当补助，促进夏播面积及时落实，全力保
障夏种顺利进行，助力夯实秋粮丰产基础。

财政部下达4.43亿元
支持黄淮海等地抗旱保夏播

本报济宁讯 (记者 郝明雷 通讯员 刘超 贾晓冬) 面对复
杂严峻的防汛抗旱形势，今年以来，我市超前部署，抓实抓细各
项汛前准备工作，坚决筑牢防汛抗旱工作的堤坝，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旱涝并存、旱涝急转、洪旱灾害多发频发一直是我市基本
水情，全市城乡水务系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
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各项措施，
坚决守牢水旱灾害防御底线。

坚持建重于防，扎实推进省市级现代水网项目建设，特别
是提速推进中小河流治理、闸坝等重点防洪工程建设，夯实防
汛工程基础。坚持防重于抢，紧紧盯住水库塘坝、骨干河道、湖
区蓄滞洪区，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工情、加强
会商研判、科学调度水工程，确保度汛安全。尤其是聚焦防汛
短板，实施洙水河、琉璃河治理，洙赵新河湖口节制闸拆除改
建、老运河石佛泵站建设，完成4座小型病险水库、41座塘坝除
险加固主体工程。修编完善各类水利工程防御洪水方案预案，
组织开展水库、河道堤防、农田排涝专题抢险演练。水库全部
落实“三个责任人”，实现大坝照明、坝体测压、遥测水情、图像
传输“四个系统”全覆盖。市县组织开展汛前风险隐患排查，发
现问题全部完成整改。

抗旱方面，我市强化旱情监测分析，密切关注天气和旱情
形势变化，监视雨情、水情、墒情、农情，加强水源统一调度管
理，因地制宜利用地表水、地下水等多种方式广辟水源，在确保
城乡居民饮水安全的同时，努力增加抗旱引水，保障农业用水
安全。

我市上下联动齐发力

守牢防汛堤坝 广辟抗旱水源

本报济宁6月18日讯（记者 杜安艺）今天上午，市政府新
闻办组织召开“护佑人民健康 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场），介绍我市基层医疗卫生发展有
关情况。

高位推动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有效推进。突出政治引领，市
政府先后出台济宁市乡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攻坚、提质
提效三年计划方案，从2018年起，连续启动了三个3年专项行
动，优先扶持基层医疗发展。突出资金激励，2021年以来，对基
层医疗机构新改扩建项目、设备购置项目分别给予10%资金奖
补。突出先行先试，去年我市探索以“八统一”管理为核心，在
11个县市区建成18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现县域全覆盖。

四级联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协同提升。发挥县
级龙头作用，“一院一策”提升县级医疗机构综合实力，全市11
家县（市、区）级综合医院全部达到基本标准优秀等级。增强镇
级基础作用，对8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实施新改扩建，实现173
家基层医疗机构业务用房、设备配置全达标；建成县域医疗服
务次中心22家、名医基层工作室173个、基层医疗特色专科
229个。夯实村级网底作用，5258家村卫生室全部接入分级诊
疗平台，实现市、县、乡、村四级远程会诊全覆盖。探索实施中
心村卫生室3年行动，建成525个中心村卫生室，在全市基本建
成乡村地区“15分钟健康服务圈”。

内培外引，激发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活力。强化基层人
才引进，连续5年将全市人才引进计划主要向基层医疗机构岗
位倾斜，2021年以来累计为基层引进人才1600余人，在全省率
先完成“空编补齐”任务。安置553名公费医学生，乡村医生队
伍中具备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或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
的乡村医生达到66.04%。强化医疗能力培训，2021年起，累计
培训基层业务骨干5888人。强化人才保障政策，单独设置基
层卫生高级职称序列，新增基层卫生副高级及以上职称1060
人。严格落实政府办医有关保障政策及“两个允许”要求，基层
医疗卫生人员收入基本达到县级医院同职级人员水平。

基层医疗有“厚度”
健康服务有“温度”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4年
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济宁7名学子被北京大学审核通
过，14名学子被清华大学审核通
过，祝贺！

■本报记者 万德龙

中国大运河，千百年来承载着中华民族南北运
输大动脉的重要历史作用，它跨越11个纬度、10个
经度，历经2500年的岁月沧桑，是凝结着中华民族
勤劳智慧的世界奇迹。

京杭大运河全长约1800公里，济宁位于全河中
段。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之际，记者一探我市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究竟，揭秘在“运河之都”美名的背
后，运河为济宁带来了什么，济宁又为运河赋予了什么。

“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代表了17世纪工业
革命之前的土木工程最高成就，享有‘北方都江堰’、
运河‘水脊’的美誉。”本月初，2024“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山东主场城市活动暨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庆
祝活动在汶上县举办，会上，汶上县委副书记、县长
李强面对单霁翔、顾玉才等一众文化名家自信地介
绍。近年来，汶上县高标准打造南旺枢纽博物馆，建
设大运河文化遗产廊道，积极推进41公里的大运河
步道建设，开通“又见运河·非遗精华之旅”精品旅游
路线，焕发运河千年文脉“新活力”，成为济宁运河文
化传承保护发展的一个缩影。

作为“运河之都”，加强运河保护、讲好运河故
事，这是济宁肩负的历史文化使命。

大运河济宁段现有世界文化遗产段3个，分别
是会通河南旺枢纽段、小汶河、会通河微山段；世界

文化遗产点9个，分别是邢通斗门、徐建口斗门、十
里闸、柳林闸、寺前铺闸、南旺枢纽、南旺分水龙王庙
遗址、运河砖砌河堤、利建闸。这些文物既然矗立在
运河之都济宁的大地之上，济宁便有理由、有责任妥
善保护好它们。近年来，我市坚持守正创新，强力实
施文物保护活化工程，着力构建包括大运河南旺枢
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内的“一区两园百馆”文物活
化利用格局，建成大运河微山湖博物馆、孔子博物馆
等71家，其中国家一级馆3家。同时，在全省率先出
台文物安全管理办法，实施183个重点文保项目，
901处文保单位全部落实文物安全员，实施文物安
全“天网”工程全覆盖。在全国率先推动文物建筑由
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出台全国首部大运
河岸线保护管理地方条例。在全省率先实行文物影
响区域评估，高效统筹文物保护和项目建设。设立
副县级文保中心和考古研究院，新增文博编制87
个，引进高层次人才65人。2023年以来先后召开市
委全会和4次专题会进行深入研究谋划，全市形成
了持续加力大抓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新格局。

历史上，济宁因运河运输业兴
盛繁荣达600多年。元朝至元十九
年（1282年）始凿，至元二十六年
（1289年）于济宁凿通济州河和会通
河，三年后（1292年）与凿通的通惠河
（又称北运河）相连接，（下转2版A）

运河流千里 文脉承古今
——济宁推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纪实

编者按

今年是中
国大运河申遗
成功十周年。
为持续加强大
运 河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利
用，济宁日报
推出“运河新
生”大型融媒
体采访行动，
生动展现济宁
运河沿线在遗
产 点 保 护 修
复、生态保护、
文旅融合、发
展港航物流、
推动运河文化
活化利用等方
面 的 亮 点 成
就，让大运河

“流动的文化”
更好地融入当
下、传承后世。

图为济商高速新万福河特大桥施工现场图为济商高速新万福河特大桥施工现场。。
■■记者记者 王仰浩王仰浩 摄摄

■闻道

“ 北 方 都 江 堰 ”、运 河“ 水
脊”……大运河的历史在这里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高
标准打造南旺枢纽博物馆，建设
大运河文化遗产廊道，积极推进
41公里的大运河步道建设，开通

“又见运河·非遗精华之旅”精品
旅游路线，让运河千年文脉在这
里焕发了“新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运河
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十
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
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
风貌。”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代表
过去，更应该“活”在现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里。作为运河之都，加强运河保护、讲好运河
故事，让承载着济宁历史文明脉络的古运河，
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这是济宁人肩负的重
大历史文化使命。我们一定要牢记使命，在
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大运河文化在
新时代更具活力、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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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鲍童

6月的济宁大地，重点项目建设如火
如荼、提速快跑。在济商高速施工现场，
机械轰鸣，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工人们正
抢抓当前黄金季，全力以赴抢工期赶进
度，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位于济商高速二标段上的蔡河大桥，
是济商高速项目控制性节点工程，截至目
前，已完成全部桩基、墩柱、预制梁板、钢
桁架施工，目前正在进行防撞护栏施工，
计划7月中旬完成全桥主体施工任务。

“今年以来，由济宁鲁南公路工程公
司承建的济商高速JSSG2标段，抓重点、
攻难点、展亮点，推进速度持续加快，现场
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截
至目前，项目总进度已完成48%。”济商高

速二标段总工程师陈圣平介绍说。
据悉，济宁至商丘高速公路嘉祥至金乡

段项目路线起于我市嘉祥县、止于金乡县，
全长45.06千米，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预计2025
年建成通车。项目是山东省“十四五”规划
的重点项目、省重大项目、市挂图作战一级
重点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胶东半岛经济
圈、鲁南经济圈、中原经济区的便捷快速通
道，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完善山东省
高速公路网络布局等具有重要作用。

建设过程中，济商高速项目公司建立
起了高效的组织、协调、保障工作机制，构
建起政府实施机构、建设、设计、监理和施
工单位“五位一体”命运共同体，凝心聚
力，高质高效推进报批报建、征地拆迁等
任务，开创了“6个月用地报批、1个月清

表、4个月架梁”的“济商速度”。
“2024年是济商高速建设的关键之

年，项目公司坚持党建引领，聚焦精细管
理和价值创造，以履约考核为抓手，充分
发挥劳动竞赛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稳增
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超前谋划，科学分
解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压实各参建单位

‘以日保旬、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
年’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妥善破解项目推
进中征地拆迁、土源紧缺等制约因素，打
通难点、卡点问题，强化做好项目建设资

源保障、资金保障、
协调保障和技术支
持，确保了项目建设
按照时间节点顺利
推进，已实现‘时间
过半，（下转2版B）

畅通高速畅通高速““大动脉大动脉””打通发展打通发展““快车道快车道””
——济商高速项目各项施工加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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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大运河南旺枢纽博物馆展陈区。 ■记者 杨国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