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1 日，“三伏”大幕正式开
启。入伏后，我们将迎来一年中气温
最高且最潮湿闷热的日子。在持续
40 天的伏期里，高温、高热、高湿的

“桑拿天”将频繁出现。今年伏期天气
气候怎么样？

国家气候中心针对今年盛夏全国

气候趋势预测的会商显示，盛夏全国
大部分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
高，新疆大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
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将出
现阶段性高温热浪。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大陆
高压共同作用影响，今年伏期我国

受高温影响的区域更为显著。”国家
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说，“近
期，伴随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第
二次北跳，梅雨结束，受副高控制的
黄淮、江淮、江南等区域将出现高温
天气。”

进入伏期，酷暑难耐。专家提示，

伏天既要防高温中暑，更要科学防
“寒”。切忌贪凉洗冷水澡、长时间吹
空调等；饮食方面也要注意少寒凉，以
免造成胃部痉挛。同时，汛期降水增
多，公众应密切关注当地临近天气预
报，降低强对流天气等对人身安全、生
产生活造成的影响。 据新华社

“加长版”三伏天开启 警惕高温和强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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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7月11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
委员长、朝鲜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官金正
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0
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1961 年，中
朝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作出签订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战略决策，
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
谊、推动两国持久友好合作奠定了重要
政治法律基础。60年来，中朝双方秉持
条约精神，相互坚定支持，携手并肩奋

斗，增强了两党两国兄弟般的传统友
谊，促进了各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
护了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我同总书记
同志多次会晤，规划两党两国关系发展
蓝图，增添中朝友谊的时代内涵，达成
一系列重要共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我愿同总书
记同志加强战略沟通，把握好中朝关系
前进方向，引领两国友好合作不断迈上
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我们不久前隆重庆祝
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当前，朝鲜人

民正团结一心，全力贯彻朝鲜劳动党八
大决策部署。中方坚定支持朝方发展
经济民生、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相信在总书记同志带领下，朝鲜党
和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签订《朝中
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向全世界彰显了
朝中两党、两国政府和人民在牢固的
法律基础上，长期发展鲜血凝成的朝
中友谊的坚定意志。60 年来，朝中两
国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书写了值得自
豪的友好历史。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
的国际形势，朝中两国同志般的信任和

战斗友谊日益加深，双方关系发展到更
高阶段。

金正恩表示，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
友好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
移的立场。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将更加
珍视作为双方共同宝贵财富的朝中友
谊，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神圣
征程中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携手前行。再次祝贺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祝愿中国党和人
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取得更
大胜利。

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0周年

习近平同金正恩互致贺电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李淼 邵明亮）受7月9日以来强降雨
影响，渠江干流及部分支流出现超警戒
超保证水位洪水，巴中、达州、南充、广安
等多地不同程度受灾。7月11日零时，
我省启动Ⅲ级防汛应急响应。7月11日
下午3时，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强在省政
府指挥中心调度防汛减灾工作，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
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省防汛减
灾和地灾防范应对工作调度会议部署要
求，保持临战状态，坚守工作岗位，做好
万全准备，尽最大努力避免人员伤亡、降
低灾害损失。

省气象局、水利厅、自然资源厅、应
急管理厅分别汇报了未来天气趋势、水
情趋势和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及防范应

对、地质灾害排查防治和避险转移、受灾
和抢险救援等情况，巴中市、通江县、达
州市、渠县、南充市、仪陇县、广安市、广
安市广安区先后汇报受灾及抢险救援有
关情况和下一步应对打算。黄强还通过
视频查看了渠县、仪陇县等地河道洪水、
水工程监测和山体垮塌现场实况。

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奋战在一
线的防汛人员表示慰问。他指出，当前
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依然严峻，要坚
持“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宁可
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宁可听骂声，
不可听哭声”，时刻绷紧防大汛、抢大险、
救大灾这根弦，树立底线思维，坚持问题
导向，聚焦各自最担心问题、最薄弱环
节，把情况考虑得再复杂一些、困难估计
得再充分一些，立足最坏的打算、做最充
分的准备，扎实细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

各项工作，牢牢把握主动权、打好主动
仗。要在保障广大抢险救援人员和干部
自身安全健康基础上，科学高效开展抢
险救灾，加强预报预警和隐患排查，妥善
安置受灾群众，做好卫生防疫和治安保
障，积极开展灾后重建，加快恢复生产生
活秩序。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真正把责任落实到最小工作单
元，及时客观发布汛情灾情信息，切实做
好风险预警提示和防汛减灾知识宣传。
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灾害中各地凸
显出的交通、规划等方面的问题，对能够
马上解决的即知即改，对暂不能立即解
决的尽早谋划、精准补短，加快推进我省
应急救援体系和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以
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诠释对党和人民的
绝对忠诚，真正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邵明亮 寇敏芳）7 月 11 日，记者从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受 9 日以来强
降雨影响，嘉陵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发生
明显涨水过程，渠江流域 17 条河流 23
个水文站发生超警戒超保证水位洪水，
并形成渠江流域 2021 年第 1 号洪水。
这是我省今年首个编号洪水。

强降雨和洪涝致我省多地不同程
度受灾，据《国家自然灾害统计系统》
统计，截至 7 月 11 日 13 时 30 分，已造
成巴中、达州、南充、绵阳、广元、德阳 6
市 31 县（市、区）72.2 万人受灾，紧急转

移安置 109902 人，无人员失踪死亡；
农作物受灾面积 2.6 万公顷，其中绝收
面积 0.5 万公顷；倒塌房屋 459 间，严
重损坏房屋 859 间，直接经济损失 21.5
亿元。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持续跟踪调度，
督促指导做好人员转移避险、抢险救援、
值班值守等工作；增派 5 个工作组赴绵
阳、广元、巴中、南充、达州5市指导开展
防汛救灾工作。强降雨期间，全省各地
共出动各类抢险救援力量48885 人次，
解救被困人员113人。

地灾方面，7月11日，省地质灾害指

挥部办公室结合省气象台天气预报情
况，发布地灾气象风险预警：7 月 11 日
20 时至 7 月 12 日 20 时，四川地灾气象
风险等级从橙色降为黄色，预警范围仍
然集中在川东北地区。

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要求，
预警区域应密切关注降雨预报及降雨
实况；检查防灾责任体系落实情况；加
密房前屋后斜坡、靠山靠崖、沟口等危
险地段巡查；做好监测预警和预警信
息发布；发现险情迹象，果断采取主动
预防避让，确保群众生命安全；做好突
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准备工作。

黄强在调度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

保持临战状态做好万全准备
尽最大努力避免人员伤亡降低灾害损失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11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鉴于当前防汛
形势，国家防总根据《国家防汛抗旱
应急预案》有关规定，于11日17时启
动防汛IV级应急响应，增派3个工作
组分赴山西、河北、北京等地协助开
展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华
北、黄淮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
等地有大到暴雨，山西东部、北京西
部和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和中
南部沿山一带，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
区有大暴雨，太行山东麓局地特大暴
雨。据水利部门通报，受强降雨影
响，四川渠江上游干流及支流、陕西
汉江支流、甘肃疏勒河支流等 14 条
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罗田怡）7月
11 日，记者从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获
悉，结合四川省气象台天气预报情况，
7月11日20时至7月12日20时，全
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结果如下：

黄色预警区域

巴中：巴州区、恩阳区、通江县、
南江县、平昌县；

达州：通川区、达川区、万源市、
宣汉县、开江县、渠县、大竹县；

南充：蓬安县、营山县、仪陇县。

响应对策

密切关注降雨预报及降雨实
况；检查防灾责任体系落实情况；加
密房前屋后斜坡、靠山靠崖、沟口等
危险地段巡查；做好监测预警和预
警信息发布；发现险情迹象，果断采
取主动预防避让，确保群众生命安
全；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准
备工作。

国家防总启动
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四川3市
地灾黄色预警

渠江流域2021年第1号洪水形成
系我省今年首个编号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