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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多地迎来新一轮强降雨

过程，南方多地正全力应对汛情，黄河

流域也行将入汛。同时北方部分地区

旱情风险仍在。面对繁重的防汛抗旱

任务，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

维，强化责任担当，时刻绷紧防汛抗旱

这根弦。

据预测，7 月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

偏多，部分地区暴雨洪涝灾害风险高，

加之“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即将到来，

防汛抗洪松懈不得；与此同时，记者调

查发现，对一些地方因高温少雨导致的

局部旱情，一些党员干部没有引起足够

的重视，存在麻痹大意心理，责任意识

不强，担当作为不够。

抗旱成效关乎夏粮丰歉，关乎国家

粮食安全，对旱情须臾马虎不得。广大

党员干部要保持时时在状态的精气神，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下沉一线，

干在实处，不因汛期来临而懈怠松劲，

顾此失彼。

应对汛情旱情，必须未雨绸缪，抓

早抓细抓小。从加强堤防巡查防守到

城市内涝防御，从制定保供水方案到安

排群众转移避险，必须从最严峻、最极

限的情况出发考虑问题，坚决防止麻痹

思想和侥幸心理。

应对汛情旱情，要坚持系统观念，

具备全局眼光。防汛抗旱是一项系统

性工程。以防汛为例，从监测预警、会

商研判，到科学调水、拦洪削峰错峰，再

到应急抢险救援、灾后重建，各项流程

必须环环紧扣，切忌衔接不畅、“各管一

段”。从空间上看，流域防汛抗旱需要

多地紧密合作，上下游水利工程各司其

职、形成合力，力保江河安澜、用水安

全。

应对汛情旱情，重在强化责任担

当。越是在困难面前、关键时刻、重要

关口，党员干部越是要身先士卒、靠前

指挥、守土尽责。各地各部门要以高度

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汛抗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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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刘

学州被网暴致死案作出一审判

决，法院认定两名大 V——“真

话哥”“暖心姐姐”的言论构成名

誉侵权，判决其赔礼道歉，并赔

偿两原告精神损害赔偿、维权

费，共计 5.7 万元。

许多人都还记得，2022 年 1

月，“寻亲男孩”刘学州在发布数

千字绝笔后，自杀离世。在这段

生命悲剧的最后阶段，网暴谩骂

给他带来了严重伤害。刘学州死

后，其养家亲属坚持上诉。经过

1000 多天的努力，终于让两名添

油加醋、扩散谣言的大 V 付出代

价。彼时的网暴者当然不只这两

人，但对于传播量更大的违法行

为进行追责，是在为受害者讨回

公道，也是对公平正义的伸张。

“流言猛于虎”。从浙江女

子拿快递被造谣出轨，到粉发女

子被谣言羞辱离世，再到汶川地

震 幸 存 者“ 钢 腿 女 孩 ”遭 网

暴……太多现实案例，以最直观

惨烈的方式揭开网络谣言的深深恶意。匿名

性的隐身衣，以及“禁言”“封号”等相对轻微

的处罚，让一些人的道德底线严重降低，动

辄掀起一场场舆论海啸、键盘狂欢。

网络技术持续进步，也为某些人造谣生

事提供了便利。在利用 AI 技术的谣言工厂

里，图文、视频谣言皆可量产，任何人都可能

被随机选中，成为被诋毁的对象；“开盒”攻

略随处可见，网上的无脑戾气，很容易蔓延

到现实生活，将谣言的杀伤力无限放大。曾

有调查显示，我国有 38.6%的人在社交媒体上

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网络暴力。网暴的恶性化

普遍化，提醒着治理亟须加码。

网暴之所以难以禁绝，一大难点在于

“法不责众”的社会心理。总有些人跟风起

舞，认为反正罚不到自己身上。因此，治理

网络暴力的关键，正是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例

以案释法，让公众看到，开口需要负责、网暴

必然担责。此次的刘学州案，通过锁定具体

侵权主体，明确其主观过错与客观后果，从

而问责到人，再次凸显法律红线。在杭州女

子取快递被造谣事件中，两名被告人也被依

法提起公诉。尽管网暴案件追责很难，但其

中关键人物、节点人物，相对而言更容易固定

证据、明确过错。当更多人、更多方面敢于较

真，才更有可能以精准追责替代泛化治理。

针对网暴，事后追责不可少，但更重要

的，还是防患于未然，在雪球滚大之前按下

暂停键。在这方面，作为“事发地”的平台，

不能停留于亡羊补牢。变被动为主动，让公

序良俗穿透算法，建立预警机制，对舆情动态

及用户投诉及时反馈，也是平台的应尽之责。

来源：北京日报

防汛抗旱这根弦，时刻要绷紧
新华社记者 魏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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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苏超”全网出圈，让球迷大

呼过瘾。在一票难求的同时，也让一些

“黄牛”嗅到了“商机”，开始暗中作祟。

江苏省公安厅日前通报，针对江苏省城

市足球联赛“黄牛”倒票问题，江苏公安

机关已成立工作专班集中打击治理，在

第四轮赛事中已抓获“黄牛”105 人。这

些“黄牛”颇有“手段”，有的为实施抢票，

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公民身份信息，还有

的冒充工作人员、人为制造混乱。“黄牛”

倒票猖獗，抬高票价，既搅乱了市场秩

序，也让想看比赛的球迷更难获得球

票。对此，相关部门应保持“零容忍”态

度，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坚持一手抓打

击、一手促治理，对线索研判、现场巡

查、案件侦办、推动治理等再加力、再提

效、再突破，切实保障后续赛事安全有

序举办。（时锋）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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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黄牛”搅局体育盛宴

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进一步释
放，有待更多新农人主动适应现代
农业规模化、智能化和专业化趋势，
在广袤沃野发挥才干、展现作为

今年的夏收迎来尾声，不少乡

亲在朋友圈晒出一捧捧新麦。对农

民来说，大半年的辛劳有了着落；对

国家而言，夏粮丰收了，全年经济就

托底了。

近年来，国际粮食及重要农产

品供应格局持续动荡，凸显粮食安

全重要性。夏收是全年粮食生产的

重头戏，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

产量 1/5，其中九成以上是小麦。有

人疑惑，年年夏收，为何年年都在

“抢收”？要看到，我国小麦产区分

布较广，麦子由南往北梯次成熟，时

空跨度大。而且小麦从蜡熟到完

熟，不过三五日，适收窗口期极短。

打赢夏收这场硬仗，必须快马加鞭。

今年入夏以来天气多变，集中

开镰后，全国麦区先后出现多轮大

范围降雨天气。麦收速度持续刷

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成熟的区域

互助合作、应急响应机制。

夏收顺利收官，夏种、夏管压茬

推进，为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

务奠定了基础，也为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应对外部风险争取了主动。

从长远看，确保农业稳产稳收，除了

加强指挥调度和区域协作，还需要

多在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上做文

章、找潜能。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核心要素。在农业领域，依靠科技

赋能，从靠天吃饭转向知天而作，成

为现实。从麦收现场看，新技术、新

装备、新模式正加快转化为一线生

产力。看预报，先进气象监测设备、

数值预报模式，帮助重点盯防灾害

性天气；看机具，大喂入量联合收割

机加快推广应用，拉动夏收效率 5 年

提升 30%以上，我们更有能力“与时

间赛跑”；看调度，人工智能匹配，

实现“农户点单、机手接单”，农机

调 度 快 速 匹 配 作 业 需 求 …… 可 以

说，每一粒麦子，都见证了我们保障

粮食安全、提升农业发展质量的不

懈努力。

“看不见”的变化，还体现在粮

食全链条减损意识上。近年来，全

国主要麦区持续推进机收减损，一

场场田野“大比武”和场外培训，让

农机手们对收割时机、作业速率等

有了更精细的把握。从单纯“比谁

收得快”升格为“比谁落穗少”，许多

地方机收损失率降到 1%以内。同

时，伴随农业社会化服务向产后延

伸 ，麦 收 后 的 跑 冒 滴 漏 也 持 续 减

少。烘干、入库、售粮一条龙服务，

让种粮户省心省力；“专收、专储、

专加工”，让粒粒麦子都物尽其用。

总体看，“减损就是增收”的理念更

加深入人心，让粮食安全有了更好

保障。

人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滚滚

麦浪里，跨区农机手、夜间照明的无

人机飞手、粮食经纪人等，构成一道

道鲜活剪影。在山东岚山区巨峰镇

相家楼村，90 后“田保姆”相夫龙，凭

借过硬技术和责任心，每年为周边 1

万多亩麦田提供托管服务，让乡亲

们直言“靠得住”。促进农业新质生

产力进一步释放，有待更多新农人

主动适应现代农业规模化、智能化

和专业化趋势，在广袤沃野发挥才

干、展现作为。

年年岁岁，麦子熟了一回又一

回，重视农业、发展农业早已深深烙

印在民族基因里。大力发展新质生

产力，让农业“压舱石”分量越来越

足，让我们有底气期待下一个丰收。

来源：人民日报

让农业“压舱石”分量越来越足
郁静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