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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鹏翔 梁建强 吴植

“快一点！”“快一点！”
武汉青山倒水湖边，堆放着大量石

子，两台挖掘机、多台装载机等设备正
在来回转运。抢险突击队的红旗下，众
多救援人员正分为两个组，沿湖岸一字
排开，将石子装袋后接力传递，在湖中
堆放形成围堰。

4日，距长江干堤约 300余米的倒
水湖出现险情，湖中出现多处翻沙冒泡
点。深夜，湖旁一片忙碌的抢险景象。

险情处置现场技术负责人、武汉市
青山区河道堤防管理所原所长肖作训

介绍说，4日，巡查人员发现倒水湖内出
现湖水浑浊现象，此后又发现湖内存在
明显的翻涌变化。相关部门研判认为，
可能存在管涌，决定立即开展救险处
置。

4日 18时许，接到青山区防汛部门
通知，青山区人武部部长周志全就带领
80人赶到倒口湖。

同时，湖北某预备役高炮师也出动
70余人，前往现场参与抢险。师参谋长
徐元华介绍，官兵们的任务是先在翻沙
点附近筑起围堰，而后进行填压处理。

“这是为避免江水通过管涌倒灌，
诱发溃口等险情。”肖作训说。

这也与倒水湖的一个特殊身份密
切相关——上世纪30年代，长江大堤决
口，而后形成了目前长约 120米、宽约
100米的湖泊。老险点出现新问题，迅
速引发关注。

多年从事防汛工作的肖作训说，此
次倒水湖出现翻沙情况，可能是因为江
水水位上涨较快，对湖泊形成压力。这
样的情况，在近年中并不多见。

近期，受梅雨季第四轮强降雨影
响，长江沿线水位上涨明显。据武汉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通报，4日 20时，长江
汉口站水位达警戒水位27.30米。这是
今年入汛以来汉口站水位首次达到警

戒水位。21时，长江武汉段汉口站水位
已达27.33米，超警戒水位0.03米。

深夜中的防汛救援，近期在湖北各
地持续上演。

记者了解到，截至7月4日17时，入
梅以来的强降雨已造成湖北957.14万人
受灾。各地已紧急转移安置30.89万人。

5日凌晨 1时 45分，记者在现场看
到，救援人员们仍在忙碌着搬运装满石
子的沙袋。

“我们会一直坚守现场，直到险情
完全解除。”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已经连
续奋战了7个小时的湖北某预备役高炮
师汽车营营长杨铜说。

挑灯夜战除险情
——武汉长江大堤旁翻沙管涌点现场见闻

新华社成都7月5日电（记者 童
方）记者5日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了解到，四川省自 2010年以来建成的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在今年入汛以
来发挥重要作用。

据统计，今年入汛以来，四川省共
通过在 175个县建成的山洪灾害监测
预警系统发布预警 2591次，发送预警
短信 33.2万条，涉及相关责任人 8.4万
人，按照“主动避让、预防避让、提前避
让”的要求，组织转移群众4.5万人次。

6月 18日开始，泸州市古蔺县遭
受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 153.8 毫
米。降雨过程中，监测系统充分发挥

“千里眼、顺风耳”作用，为科学决策、
主动应对提供了支撑，11个简易雨量
报警器有效报警，责任人切实履职尽

责，危险区92户361人快速撤离、成功
避险。

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自系统建
成以来成功预警了 2014年乌拉溪乡、
魁多乡和2015年踏卡乡山洪泥石流灾
害，提前转移群众 2000余人，成效显
著。今年 6月 26日，该县烟袋镇毛菇
厂村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12户房屋
受损、公路中断，得益于县防办监测到
位、预警及时，基层预案完善、处置迅
速，600余名村民提前两小时全部安全
撤离。

目前，在国家防总、水利部的支持
下，四川省正继续完善工程措施与非
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山洪灾害防御体
系，进一步提升灾害的应对能力和水
平。

四川：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发挥作用
及时组织转移群众4.5万人次

7月5日，江苏常州武进区前黄镇的村民卸下家中的门板让孩子坐在上面撤离。
当日，江苏常州降雨暂歇，武进区前黄镇受困村民互帮互助，带着物品陆续从家中转移到安全地带。 新华社发

岳阳市云溪区的一处房屋被洪水
淹没（7月5日摄）。

记者4日从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本轮强降雨共
造成湖南省长沙、常德、岳阳等9市州

36 个县市区 317 个乡镇 52.23 万人受
灾，紧急转移 4.09 万人，倒塌房屋 600
间。湖南省防指决定自4日12时起将
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记者 高
亢 张辛欣）记者 5日从工业和信息化
部获悉，工信部近期发布了《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以
提升创业创新能力为主线，推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优化发展环境，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对促进中小企业
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据了解，规划从推进创业兴业、提
升创新能力、转型升级、拓展内外市场、
职能转变等5个方面提出了促进发展的
主要任务，并围绕提升中小企业创业创
新能力提出了“互联网＋”小微企业专
项行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

程、服务能力建设工程、产业集群发展
能力提升工程、中小企业管理能力提升
工程、中小企业国际化促进专项行动 6
大关键工程与专项行动。

规划明确提出，将加强组织领导、
加大财税支持、加强融资保障、加强
运行监测等5方面的保障措施，突出从
财税、融资、服务等方面为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提供保障。强调要发挥国家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作用、推进中小企
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贯彻落实中小
企业促进法、推动建立中小企业维权
机制、推动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运行
监测体系。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发布

新华社天津7月5日电（记者 周润
健）“小暑大暑，上蒸下煮。”7月 7日将
迎来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专家
提示说，小暑期间，迎来三伏天，空气湿
度大，天气由干热转为闷热，公众要注
意防暑。

每年7月7日或8日，太阳到达黄经
105度时为小暑。小暑到来，意味着我
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炎热季节。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
说，7月7日至21日为小暑，期间正逢三
伏天的头伏。今年 7月 17日入伏。“小
暑和大暑虽然在字面上有大小之分，但
都是制造高温高热的高手。”

中央气象台预计，小暑前后，我国
西北、华北、江南和华南中北部会持续
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桑
拿天”，对公众日常生活、人体健康和水

电供应产生影响。
“小暑过，一日热三分。”面对即将

到来的三伏天，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营养科主任李艳玲提醒说，在高
温时段，公众若外出，应采取防护措施；
注意补充水分，以防脱水和中暑；饮食
清淡，少辛辣，忌油腻；加强营养，多吃
富含维生素的食物，还要多吃养心、护
心的食物；保持心情舒畅，戒躁怒。

气象资料显示，小暑时节不仅天气
炎热，也多阴天多下雨，民谚说“小暑雨
涟涟，防汛最当先。”

农业和气象专家提醒，小暑前后，
南方汛情依然严峻，各地要做好山洪灾
害防御、水库安全度汛、城市防洪排涝
等重点工作。另外，我国除东北与西北
地区收割冬、春小麦等作物外，其他地
区要注意加强农业生产田间管理。

7日小暑节气：“上蒸下煮”，迎来“三伏”

新华社西安7月5日电（记者 刘
彤）记者 5日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了
解到，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日
前公开开庭审理了陕西首例代替考试
刑事案件，并当庭宣判被告人郝某、张
某犯代替考试罪，一审判处郝某拘役三
个月，宣告缓刑六个月；判处被告人张
某拘役三个月，宣告缓刑六个月，并各
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某在2015
年 12月报名参加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
试，但是担心自己难以通过，便找到朋
友郝某代替自己参加考试。2016年 5
月 13日，张某将自己的准考证、身份证
交给郝某。5月 14日，郝某带着证件进
入考点开始考试，但没想到被监考老师
发现身份证与其不符，并交给了公安机
关处理。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郝某代替被
告人张某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其
行为侵犯了国家对考试组织管理秩序

和他人公平参加考试的权利，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四
条之一第四款的规定，构成代替考试
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罪
名成立。鉴于被告人郝某、张某犯罪情
节较轻，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
悔罪表现，可对二被告人从轻处罚并适
用缓刑，遂作出上述判决。

据了解，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实
施的《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将代替考
试行为入刑，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后
新增加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
考试中”，“组织作弊”“代替他人或让他
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等行为，将受到
刑法的制裁。依据这条规定，“找人替
考者”和“代替别人考试者”都属于犯罪
主体，都要受到“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的刑事处罚。法院提醒
考生，参加各类考试切勿代考替考，考
试虽可贵，诚信价更高，做遵纪守法诚
信为先的好公民。

陕西首例替考刑事案件宣判

7月4日，铜仁市碧江区坝黄镇太
坪村一村民在拖拽被水卷来的树木。

7月5日凌晨，记者从贵州省铜仁
市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该市多地
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造成大量农田被毁、道路塌方、通讯

中断。经民政部门初步统计，共有碧
江区、万山区、江口县、玉屏县、印
江县等5个区县受灾，受灾人口14万
多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2600 多公顷，
倒塌房屋734间。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记者 5日
从民政部获悉，6月 30日以来，持续强
降雨导致的长江中下游等地洪涝灾
害，已致170人死亡或失踪。

据统计，截至 5日 9时，灾害造成
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
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11省（自治

区、直辖市）67市（自治州）331个县（市、
区）2333.5万人受灾，128人死亡，42人
失踪，134.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59.6万
人需紧急生活救助；4.1万间房屋倒塌，
24.8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
积 1934.9千公顷，其中绝收 295.2千公
顷；直接经济损失381.6亿元。

民政部：入汛以来长江中下游等地降雨
已导致170人死亡失踪

新华社合肥7月5日电（记者 鲍
晓菁）记者5日从安徽省民政厅获悉，6
月18日以来的强降雨，已造成合肥、滁
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
州、安庆、黄山市10市59个县（市、区）
不同程度受灾。

截至7月5日9时统计：累计受灾人
口 1053.4万人，因灾死亡 29人（合肥 1
人、铜陵1人、安庆10人、六安9人、宣城7
人、黄山1人），因灾失踪2人（合肥），紧急
转移安置群众7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

积883.1千公顷，倒塌房屋15701间，严重
损坏房屋32230间，一般损坏房屋73942
间，直接经济损失220.1亿元，其中农业
损失86.2亿元。

为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安徽
省财政厅、民政厅连夜下拨 4700万元
中央救灾资金；安徽省民政厅于5日上
午紧急向枞阳、金寨、巢湖调运帐篷、
折叠床等救灾物资；民政部工作组、省
民政厅工作组继续在灾区查看灾情，
协助灾区政府做好救灾工作。

安徽洪灾死亡人数增至29人
4700万中央救灾资金已下拨

新华社兰州7月5日电（梁军 李春
燕）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 5日在甘
肃兰州召开的全国健康扶贫工作会议
上表示，今年我国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
院费用报销比例将再提高5个百分点以
上。

李斌介绍，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建档
立卡数据，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中的 42%
是因病致贫返贫，有的地方甚至高达
50%，在各种致贫原因中，因病致贫在各
地区都排在最前面。

据介绍，目前我国新农合制度已经
覆盖了 97%以上的农村居民，政策范围
内门诊和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达到

50%和75%左右，全民医保制度防大病、
兜底线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
比例，今年要再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通
过降低大病保险起付线、提高报销比例
等措施，切实减轻农村贫困大病患者医
疗支出负担。”李斌说。

李斌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努力实
现新农合、大病保险和重特大疾病医疗
救助对农村贫困人口全覆盖，新农合、
大病保险政策对农村贫困人口倾斜，并
结合分类救治、“组团式”对口帮扶、分
级诊疗、预防保健等方式，推动实施健
康扶贫工程取得实效。

国家卫计委

今年新农合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再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

新华社北京7月 5日电（记者 罗
沙）最高人民法院5日发布了《人民法院
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诉讼文
书样式》，于8月1日起实施。

据了解，全国法院目前适用的主要
诉讼文书样式颁布于 1992年。此次发
布的民事诉讼文书样式一共 568个，比
1992年新增了 372个，其中包括法院用
的文书样式 463个，当事人所用的文书
样式105个。

据最高法审委会专职委员杜万华
介绍，裁判文书是司法过程的提炼和总
结，是审判成果的结晶，是司法公正重
要的载体和最终体现。判决书应当根
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和争议焦点，说明法
庭采信证据、认定事实的理由，说理应
当做到繁简得当。此外，应加强对复
杂、疑难、新型、典型、有争议、有示范价
值等案件的说理，简化简易、小额、无争
议案件裁判文书的制作。

同时，最高法还明确了裁判文书繁
简分流标准，优化裁判文书体例结构，并
规定裁判文书事实部分增加争议焦点。

“当事人参考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是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依法行使或处
分民事实体权利、程序权利以及认可、

负担或履行民事义务的重要凭证。”杜
万华说，“法院提供给当事人参考诉讼
文书样式，帮助当事人解决了制作诉讼
文书困难。通过引导当事人正确选择
并适用诉讼过程中所需文书，客观上起
到释明作用，有利于规范当事人的诉讼
行为。”

统计显示，截至 2016年 6月底，全
国 法 院 上 网 公 开 的 民 事 裁 判 文 书
1167.9万个，知识产权裁判文书 14.4万
个，执行裁判文书300.2万个，合计占法
院上网公开的各类裁判文书总数的
78.7%。2016年1至6月，全国法院新收
各类案件 1011.4 万件，其中民事案件
616.5万件，执行案件 262.1万件，合计
占总数的86.9%。

“要确保裁判文书撰写做到格式统
一、要素齐全、结构完整、繁简得当、逻
辑严密、文字规范，为确保裁判文书唯
一性，防止伪造、变造，要逐步推行裁判
文书增加二维条形码做法。”杜万华表
示，各级法院要充分发挥诉讼文书在推
进案件繁简分流方面的积极作用，从源
头上进一步提升裁判文书公开的质量，
在适用文书样式时坚持原则性与灵活
性相结合。

我国法院8月1日起实施新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