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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热气腾腾的抓饭马上就要出锅、村里大家伙儿都
安全，亚森·苏莱曼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1月23日2时
9分，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发生 7.1级地震。亚森·苏莱
曼所在的乌什县亚曼苏柯尔克孜族乡，位于震中周围。作
为村党支部书记，他同村干部以及迅速赶来的救援队伍，
从凌晨忙到下午。

“我们村有415户、1529人，目前没有受伤的。”亚森·苏
莱曼在村委会大院告诉新华社记者，“我们不光救出了受
困的群众，还救出了35只羊、3头牛，牛羊是群众的重要财
产，一样不能马虎。”

记者在震中区域时看到，亚曼苏柯尔克孜族乡有部分
建筑围墙开裂、倒塌，大多数住宅房屋没有发生坍塌等情
况。“你看，我们的房子是抗震安居房，很坚固的。”村民英
里买斯·拜西说，地震是凌晨发生的，晚上比较害怕，在院
子里生了火，大家互帮互助，很快就来了救援队伍，心里不
怕了。

地震突如其来，救援迅捷有序。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地震

三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震区指导抗震救灾工
作。新疆消防救援总队41车、192人、3头搜救犬已赶赴现
场；武警新疆总队先后派出678名官兵，奔赴震中展开灾情
核查、排险除危等工作；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阿克苏
边境管理支队、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边境管理支队接
到群众报警求助后迅速奔赴现场；自治区卫健委已向灾区
派出应急医疗队……

地震后没几个小时，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
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地方救灾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向乌什县紧急调拨棉帐篷1000顶、棉大衣（防寒服）
5000件、棉被5000床、棉褥5000床、折叠床5000张、取暖炉
1000个，全力支持当地做好抗震救灾和受灾群众转移安置
等保障工作。

与乌什县相邻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合奇县，
也是这次地震的主要影响区。记者在县城一处安置点看
到，应急救灾的帐篷已经搭建完成，临时在这安置的群众
吃得饱、穿得暖，一些孩子在空地上玩耍。像这样的安置
点，阿合奇县城有四处。

这次地震震级高、余震多、位置偏。据统计，截至23日
16时，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70次。

新疆铁路阿克苏站视频监控中的一段画面，感动了许
多网友：地震发生瞬间，客运员卫萍萍的第一反应不是往
外逃生，而是转头跑向候车大厅，组织旅客疏散。

此时，灾区气温接近零下 20摄氏度，救援队伍仍在争
分夺秒进行风雪营救。

新华社乌鲁木齐1月23日电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记者 23 日从应急管理
部获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日紧急预拨 3000 万
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新疆做好阿克苏地
区乌什县 7.1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统筹用于抢险救
援和受灾群众救助，重点做好人员搜救、转移安置、
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以及应急监测评估、次生灾
害排查、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发布通报，截至
目前，此次地震已造成 3人遇难、5人受伤，转移安置
12426人。

两部门预拨3000万元
支持新疆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新华社昆明1月23日电 记者从云南省昭
通市镇雄县“1·22”山体滑坡灾害处置指挥部获
悉，截至 1月 23日 17时 40分，共搜救出 31名失
联人员，均无生命体征。实施紧急转移安置
223户918人。

目前，现场共有省、市、县救援力量 1000余
人，搜救犬81只，挖机、装载机、运输救援车辆150
余台（辆）参与救援，现场部署6支专业搜救分队，
利用雷达生命探测仪、音视频探测仪、无人机、搜
救犬等技术手段，在3个区域开展搜救作业。

云南镇雄山体滑坡灾害已致31人遇难

“很快就来了救援队伍，心里不怕了”
——新疆乌什7.1级地震救援见闻

新华社记者刘红霞、李响、苟立锋

1月23日凌晨，国网阿合奇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阿合奇县体育馆临时安置点架设照明设备。
新华社发（满肃儿摄）

新华社福州1月23日电（记者吴剑锋、陈弘毅）福建省人民政
府省长赵龙 23 日在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2023年福建新设台企户数和实际利用台
资规模保持大陆首位，闽台贸易额累计突破1.5万亿元。

赵龙说，2023年，闽台融合再谱新篇，两岸同胞越走越近、越走
越亲。福建省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推动出台
实施意见，发布首批 15条政策措施。加快基础设施应通尽通，向
金门供水累计超 3000 万吨，厦金望嶝变电站投产，厦门第三东通
道开工建设。促进 6个台湾农民创业园连续 6年包揽国家考评前
6 名，研制发布 181 项两岸共通标准。支持基层民众交流交往，引
进台湾乡建乡创团队132支，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增至26家、居大陆
首位。

展望2024年，赵龙表示，福建省将持续深化经贸合作，打造两
岸经济融合示范样板。拓展对台连接通道，推动加密“小三通”航
线、闽台空中直航连接，加快推进闽台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
中西部运输通道建设，推动共建两岸物流集散中心，促进对台客货
运枢纽设施提级扩能。优化涉台营商环境，依法依规放宽台资台
企市场准入限制，建设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支持海峡股权交易
中心深化“台资板”建设，完善台胞台企权益保障协调联动机制。

福建省还将着眼加快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打造两岸
社会融合示范样板。鼓励更多台胞投身生态环保、乡村振兴、社会
公益、司法服务等各项事业，建设台胞社会参与实践地。优化在闽
台胞子女申请就读中小学和公立幼儿园流程，扩大高校对台招生
规模，合作兴办职业学校，建设台胞求学研习集聚地。推动台胞在
闽就医、购房、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享受当地居民待遇，建设台胞
宜居宜业首选地。完善海丝中央法务区、海峡两岸仲裁中心等涉
台服务功能，建设涉台司法服务优选地。

闽台贸易额累计突破1.5万亿元

1月23日，受灾群众在新疆阿合奇县一处集中
安置点休息。 新华社记者李响 摄

新华社成都1月23日电（记者吴晓颖）记
者23日在四川省两会上获悉，2023年四川省粮
食产量达到718.8亿斤，创26年来新高。

四川省是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省区之一。
为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构建现代农业体系，2023
年四川出台《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行动方案》，提出三大阶段建设目标，在具体做
法上主要是深化良种、良法、良制、良田、良机

“五良”融合。
翻开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2023 年四川打

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工作扎实起
步：看良田，四川全面落实田长制，强力推进成
都平原和全省耕地保护专项整治，耕地面积净
增加50万亩以上，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425万亩；育良种，四川省种质资源中心库建成
投用；启动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新增农机装备
30万台（套）；启动“天府粮仓·千园建设”行动，
新创建国省级农业园区 95 个、产业集群 21 个、
产业强镇66个。

根据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2024 年四川将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坚持稳
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持续实施主要粮油作物
单产提升行动，确保粮食播面稳定在 9600万亩
以上，高水平建设千亩高产示范片 1000个。推
进“天府良田”建设攻坚提质行动，启动第二批
整市整县建设示范，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
田425万亩以上。

践行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重
要使命，离不开人才队伍的支撑。如何破解“未
来谁来种粮”难题？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农业
大学党委书记庄天慧建议在“育人才”“引人才”

“留人才”上下功夫，既要充分用好农业职业经
理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家庭农场主等本
土人才资源，鼓励支持引导返乡农民工、大中专
毕业生、科技人员等群体返乡就业创业，更要加
大公费农科生培养，吸引有志青年投身农业农
村工作，解决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文化素质偏
低、高层次人才不足的问题。

四川2023年粮食产量创26年来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