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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岸绿多绮绣 不废江河万古流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记者 于文

静）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水利部、生态环
境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长江流域水
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3年）》。
公报指出，近年来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总体
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以十年禁渔为重点的
长江大保护系列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

这是记者12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
的消息。公报显示，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持
续恢复，2023年长江干流监测点位单位捕
捞量均值为 2.1 千克，比 2022 年上升
16.7%；重要支流监测点位单位捕捞量均值
为2.3千克，比2022年上升64.3%。

水生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2023年长
江流域监测到土著鱼类227种，比2022年
增加34种；监测到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
动物14种，比2022年增加3种，新监测到滇
池金线鲃、细鳞裂腹鱼和四川白甲鱼。

栖息生境总体稳定。2023年长江干支
流水质评价总体为优，Ⅰ—Ⅲ类水质断面

占98.5%，采砂和航道整治等涉渔工程增量
开发强度有所下降，但存量规模依然较大。

受监测到的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
动物种类数仍相对较少、部分国家重点保
护物种水生野生动物数量偏少，少数江段
水体连通性较差、岸线硬化度较高等因素
制约，相关水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偏

低，珍稀濒危物种保护依然任重道远。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和沿江各地，压实地方政府禁渔主体责任，
做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保持执法高压严
管态势，加强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强化重要
栖息地修复，加强外来物种防治，多措并举
保护修复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

水生生物资源总体恢复向好

保护修复“禁”来水美鱼丰

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记者 刘
诗平）记者12日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了解到，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
津水文站当日8时流量为1850立方米每
秒。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实
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5年不断流。

1972年至1999年的28年中，黄河有22
年发生断流。黄河断流直接影响了沿线地
区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给沿线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严峻挑战。

根据国务院授权，黄委自1999年正式
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由国家统一分
配水量，流域机构负责组织实施，省（区）
负责配水用水，用水总量和断面流量双控
制，重要取水口和骨干水库统一调度。

统计显示，25年来，黄河干流累计向流
域及相关地区供水超过5436亿立方米，有效
支撑了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记者 刘诗
平）记者12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未来一周，
受强降雨影响，海河、黄河、长江、珠江、辽
河流域的一些河流可能发生洪水过程，防
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水利部门正进一步
加强防汛关键期洪水防御。

水利部当日召开防汛周会商会议，滚
动分析乌苏里江、黄河流域北洛河防汛形
势，分析研判全国汛情发展态势。据预报，
未来一周，受强降雨影响，海河流域滦河和
潮白河、黄河流域渭河、长江流域岷江、珠
江流域西江干支流、辽河流域辽河和大凌
河、鸭绿江可能发生洪水过程，暴雨区内中
小河流洪水和局地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同时，乌苏里江干流洪水于12日5时
全线超警，预计14日前后将全线超过保证

水位，洪水过程将持续至8月下旬；北洛河
发生的高含沙洪水正向下游演进，汇入渭
河后进入黄河，三门峡、小浪底等水库面
临高含沙洪水考验。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
英表示，当前的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水利系统持续保持防汛关键期工作机制
和工作状态，落实各项防御措施。更加关
注今年多次发生洪水的河流，更加关注每
一局地发生的山洪灾害风险。

目前，水利部门正着力抓好以下重点，
进一步提高防汛关键期防汛工作的针对性、
精准性、时效性：乌苏里江洪水防御方面，紧
盯并预测洪水演进过程，提前研判风险，确
保防御措施跑赢洪水演进速度；北洛河洪水
防御方面，加强洪水监测，突出加强下游巡
查防守，联合调度三门峡、小浪底水库以及
伊洛河、沁河等黄河干支流水库群，科学实
施调水调沙；辽河、大凌河洪水防御方面，有
针对性地提前采取防御措施，确保堤防不决

口；其他河流洪水防御方面，重点做好水库群
科学调度，拦洪削峰，尽可能减轻下游河道防
洪压力。

山洪灾害防御方面，水利部门充分发挥
山洪灾害防御体系作用，加强监测预报，严格
落实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和“谁组织、转移
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五个关键环节责
任和措施。此外，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后续台
风生成、发展态势和移动路径，提前做好防范
应对措施。

水利部门进一步加强防汛关键期洪水防御

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洪水过程

▼黄河老牛湾位于山西省和内蒙古交
界处。黄河从峡谷内川流而过，两岸壁立

千仞，河中碧波荡漾，景色壮丽，吸引各地

游人到此观赏。图为8月12日拍摄的老牛

湾南侧的一处黄河峡谷。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刘芳洲 吴振东 张海磊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向社会发布一批新职业、新
工种，其中，在养老护理员职业下增设了社区助老员、老年
助浴员2个工种。

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97
亿、占比21.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7亿、占比15.4%，
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从老有所依到老有所享、老有所乐，近年来，养老行业
呈现新需求、新变化。记者走访上海、湖南、四川等地了解
到，随着养老服务的细分和专业化，养老领域出现更多就
业增长点。业内专家建议，应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规范职
业技能标准，多举措提高从业者综合素质。

破解养老难题 新职业不断涌现

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九如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护
理员张波近日来到家住洪雅县洪川镇的刘爷爷家，为其提
供助浴服务。

76岁的刘爷爷脑溢血后部分肢体偏瘫，同时患有一些
基础性老年病。“要先测量老人生命体征是否平稳，再进行
助浴，其间也要随时关注老人的状态。”他说。
“现在天热，洗澡是个大问题，多亏了他。”刘爷爷说。
洪雅县九如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护理主任王东梅介绍，

上门服务的护理员至少要经过3至6个月的培训并取得专业
护理员证书，助浴过程中给老人翻身也有规范的手法，避免
二次伤害。去年6月公司成立居家服务部，目前每天有六七
十单，包括营养餐配送、功能维护训练、助浴等业务。

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对从业者专业素质提出了
更高要求，包括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养老顾问等在内的一
系列领域更细分、专业性更强的新职业应运而生。

上海是全国最早推行养老顾问制度的城市之一。截至
2023年底共有养老顾问点6988个，养老顾问人数达1.03万人。
“很多有养老需求的老人，对政策等常有困惑。我们

通过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咨询，为他们解读推荐合适的
养老资源，帮助老人更精准、更便捷地对接所需的服务。”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养老顾问黄丽说。

专业化、精细化人才缺口较大

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随着养老需求不断变化，专
业化、精细化人才缺口仍然较大。

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据上海市
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联合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

年末，上海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68.05万人，占户籍总
人口37.4%。与之对应，上海市养老护理员总数约为6万人，
存在较大缺口。

今年1月，上海发布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工种）目
录，养老护理员位列其中，可享受上海市人才引进等政策支持。
“当前以护理员为主的养老服务技能人才多为中老年人，

青年人较少；养老社工、健康管理师等专业技术人才总量存在
不足；由于培养时间长，养老服务经营管理人才也较缺乏。”复
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说。

记者走访一些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发现，市场上养老专业
人才供给存在“供不应求”现象。“行业人才很吃紧，养老专业
的毕业生在择业时，有时会有多家企业来抢1个学生。”长沙
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教师潘国庆说。

上海市北职业技术培训中心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一线养老
护理员紧缺，培训中心每月会开展2至3个养老护理员初级班
培训，学员基本上结业证书还没拿到，已经被各类机构预订。

提升从业者素质 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随着养老从业者成为就业市场上的“新星”，规范服务标准、
提升服务质量成为必须。多名采访对象指出，应通过提高专业技
能、规范培训、建立标准等方式提升养老行业从业者的综合素质。
——出台与新职业、新工种匹配的职业技能标准。长沙

市民政局三级调研员李红辉说，社区助老员、老年助浴员等新
工种的出现，表明养老行业走向精细化是趋势，应尽快出台完
善新的职业标准，这对专业人才培养、从业者未来职业规划与
成长等非常重要。

记者了解到，部分地区已先行出台了地方性标准与规
范。今年7月，由上海开放大学联合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
会等单位共同制定的《陪诊师从业技能要求》《老年安宁疗护
护理员培训规范》《居家养老照护师培训规范》团体标准正式
发布。这些标准由各养老机构和中介自愿采用。
——通过加强学科融合等方式，提高专业技能和实际需求

的匹配度。湖南阿默健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三香建
议，高校养老专业应将医学课程更多地纳入课程体系。“拥有更
多的临床护理经验，有助于养老护理员未来的职业发展。”
——多举措提升从业者社会认可度，提升行业吸引力。

吴玉韶等建议，可从提升人才素质能力、健全人才评价机制、
完善保障激励措施等方面入手，吸引广大青年投身养老服务
业。应引导养老服务机构建立基于岗位价值、能力素质、业绩
贡献的健康薪酬制度。通过优化岗位配置、健全人才使用机
制等方式，强化养老服务人才的使用管理，持续为养老服务业
注入新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专业人才缺口大 出现更多就业增长点

养老服务人才成就业市场“香饽饽”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从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5.22亿人次，旅客周转量9454.53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15.7%、10.6%，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
有序。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加
快构建铁路现代化运输服务体系，科学合理安排运力，落
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有序出行，积
极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至7月，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用
好今年新开通的新线能力和京广高铁全线时速350公里高
标运营成果，千方百计挖潜运输能力，精心铺画列车运行
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10434 列，同比增加
998列、增长10.6%。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加强跨境旅客运输组织，在京港、
沪港间开行夕发朝至高铁动卧列车，在中老铁路安排开行
中国西双版纳至老挝琅勃拉邦国际旅客列车2列，恢复开
行中国呼和浩特至蒙古国乌兰巴托国际旅客列车。1至7
月，广深港高铁累计发送跨境旅客1537.7 万人次、同比增
长54.7%，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13.9万人次。

今年前7个月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

新华社哈尔滨8月12日电（记者 李建平 杨思琪）12
日晚，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少年队”
原队员清水英男，乘机抵达哈尔滨。13日，他将赴731部队
罪证陈列馆、731部队旧址，指认731部队罪行。

清水英男今年 94 岁。1945 年 3 月，他作为日本派往
中国哈尔滨的最后一批“少年队”队员，到731部队度过4
个多月时间。这里曾是二战期间日本策划、组织和实施
细菌战的大本营。1945 年 8月 14 日，他随日本部队逃离
回国。

在哈尔滨期间，清水英男曾目睹731部队的野蛮行径，
包括培养病原菌、进行活体解剖、实施人体实验等。这些
场景给他留下巨大心理阴影，他也一直感到自己罪恶深
重。2016年，他公布自己的身份，开始通过公开演讲、接受
采访等方式，揭露侵华日军罪证，还原历史真相。
“侵华战争已经结束 79年，绝大部分老兵已经过世，

清水英男是目前唯一在世、愿意公开揭露日本细菌部队
罪恶的731部队成员，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个回到哈尔滨
的原队员。”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
民说。

731部队原队员清水英男79年后重返哈尔滨

指认731部队罪行 还原历史真相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天津日报已对
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申领新闻记者
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2024年8月13日至8月 22
日，监督电话：022-23603290。

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

王耀强 王晨辉 王晓东 田 爽

殷 莹 孙一琳 杨建楠

天津日报

申领新闻记者证公示

有效支撑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实现连续25年不断流

长江

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