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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公布第二批
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片区分县名单
确定河南片区等22个片区

新华社电 中宣部、财政部、文
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
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
名单。

据介绍，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
点、国家统筹、区划完整的原则，第
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
单是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根据地
为主体，统筹考虑红军长征、西路
军、东北抗日联军的革命史实和中
国共产党领导西藏、新疆人民的革
命活动，坚持以革命史实为基础、以
党史权威文献和中共党史研究最新
成果为参考、以革命文物为依据，确
定片区共计22个。

本批公布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片区为：长征片区、西路军片区、东
北抗日联军片区、陕甘宁片区、晋
绥片区、晋察冀片区、冀热辽片
区、冀鲁豫片区、山东片区、苏中
片区、苏南片区、淮北片区、淮南
片区、皖中片区、浙东片区、广东
片区、琼崖片区、湘鄂赣片区、鄂
豫皖片区、河南片区、西藏片区和
新疆片区。

据悉，加上此前确定的 15个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我国已拥有
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

30颗北斗三号
全球组网卫星
全部进入长管模式

新华社电 记者从西安卫星测
控中心获悉，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
球组网卫星 1日顺利进入长期运行
管理模式，至此，30颗北斗三号全球
组网卫星全部进入长管模式，中国
北斗朝着完整服务全球的目标迈出
关键一步。

目前，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正在
积极开展平台和星间链路在轨
测试，为早日接入星间链路系统
和入网提供导航服务做最后的
冲刺。

据了解，在多年管理北斗导航
卫星的基础上，这个中心不断完善
卫星诊断知识，提前建立完备的卫
星故障处置预案，同时针对卫星特
点开发遥控作业自动生成软件，只
需将遥控指令和遥测判据填入特
定程序中，即可一键生成指令条
块，让卫星管理起来更加得心应
手，更加科学高效。

与此同时，为实现北斗二号向
北斗三号系统平稳过渡，面对有限
的地球同步轨道资源，这个中心先
后对多颗北斗二号卫星进行轨道控
制，保证了北斗三号卫星轨道位置，
同时有效保障用户服务不受影响，
实现无缝衔接。

6月 23日，北斗三号最后一颗
全球组网卫星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升空，6月 30日成功定点于距
离地球36000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

多位专家认为，除短期预警防范外，更
要从推动规划完善、理顺体制机制入手，统
筹推进综合防治。在新城建设中，尤其需
要完善法律法规与城市规划，推动城市内
涝问题的解决。

中国政法大学应急管理法律与政策研
究基地主任林鸿潮表示，很多城市的内涝
问题都与土地规划比例不协调有关，“城市
要减少内涝灾害，就要加强区域内的水渗
透能力，例如增加公园面积、减少工商业经
济用地等。”

还有一些地区提出深层隧道排水工程

的解决方案。成都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处
长何剑告诉记者，现有对城市排水管网的解
决方法都受城市地上、浅层地下空间高密度
开发所限，而深层隧道排水工程可作为现有
浅层地下空间排水管网的补充和兜底。

“摸清家底，补充完整基础资料数据，
是我们诊断城市‘内涝病’的重要依据。”四
川大学水力学与山区河流开发保护国家重
点实验室教授张建民说，这样不仅能有效
优化地下管网规划设计，还能让应急排涝
手段有的放矢，提升极端天气下城市设施
的应对能力。 据新华社

浩瀚长江江面，一条“长虹”飞跨两
岸——7月1日，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正式
开通，沪苏通铁路也于当日通车运营。

这座“超级大桥”创造了多个世界之
最，长三角沿海公铁“任督二脉”由此打
通。这不仅方便了群众出行，也将长三角
一体化推向更高水平。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是南京长江大桥
至长江口345公里江面上建成的首座公铁
两用大桥，连接北岸南通市和南岸张家港
市，由国家铁路集团牵头建设、中铁大桥院
设计、中铁大桥局施工。

大桥北部起点是南通市平潮镇。“潮平
两岸阔”，这里江面宽广，加上入海区域复
杂的地质水文条件，施工难度极大。“仅水

下地形勘测就达到了 600平方公里，地质
钻孔 400多个，才最终确定桥位选址。”中
铁大桥院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设计项目负
责人张燕飞介绍。

桥位附近有10余个码头和港口，日通
行船舶超过 3万艘。为满足通航需求，单
跨需要越过千米江面。加上公铁两用桥比
普通公路桥的荷载更大，建设者面临前所
未有的挑战。在此之前，我国跨度最大的
公铁两用斜拉桥的跨度只有630米。

要“跨得稳”，首先要“立得住”。主墩
钢沉井和主塔是巨“跨”的关键所在。中铁
大桥局副总经理罗兵介绍，建设中运用了
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创新性采
用大节段钢桁梁整体制造、浮运、架设技

术，建成面积相当于12个篮球场的沉井和
330米高的主塔，均刷新了世界纪录。

为承受超千米的跨度，必须有足够强
大的拉索。建设者们经过不断论证，“量身
定制”了强度达 500兆帕的高强度钢和
2000兆帕的斜拉索，强度为世界之最。

据介绍，大桥建成后，可抵御 13级台
风和10万吨级船舶的撞击。

作为“八纵八横”铁路网中沿海高铁的
重要组成部分，沪苏通铁路通车后，将结
束张家港、常熟、太仓 3个“百强县”没有
铁路的历史，南通至上海间铁路出行最短
时间将从现在的 3.5小时左右压缩到 1小
时6分钟。
据新华社

单跨千米江面，创多个世界之最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通车

连发30天暴雨预警，城市内涝几成顽疾

强暴雨天气下如何不再年年“看海”？
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地区暴雨不

断。截至7月1日，中央气象台连发
30天暴雨预警。降雨持续时间长、
影响范围广，多地再现“城市看海”。

城市内涝几成顽疾，如何推进
综合防治，才能不再年年“看海”？

区域性暴雨洪水重于常年
近期，我国暴雨过程多、水量大，局地

出现极端暴雨，一些中小河流洪水多发重
发，区域性暴雨洪水重于常年。国家减灾
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学会城市水
利专委会主任委员程晓陶说，今年一些城
市呈现出“因洪致涝、因涝成洪、洪涝混
合”的特点。

记者在多个城市看到，一些市区道路
积水严重。6月以来，湖北省共出现5次区
域性强降水过程，恩施、宜昌、荆门、黄冈、
襄阳等地反复遭受暴雨袭击，发生严重暴
雨洪涝、城市渍涝等灾害。

6月以来，重庆先后经历多轮大范围
强降雨过程，多条穿越城市的河流出现超
警戒、超保证水位。加上重庆独特的立体
城市形态，一些沿江低洼路段的积水无法
排入江中，渍涝严重。

在广西桂林阳朔县，前段时间的连续
大暴雨达30小时之久，造成县城大面积内
涝，其中城市主干道甲秀桥因是高点，成
为水中“孤岛”，停满车辆。

城市内涝“痼疾难除”
多位专家表示，造成内涝的因素有很

多，但主要原因在于排涝系统先天不足。
很多老城区基础设施欠账多。有专家

介绍，很多地方的排水标准低，部分城市达
到“三年一遇”或“五年一遇”标准，而一些
发达国家排水标准是“十至十五年一遇”。

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覃
融表示，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中地上和地下比重几乎达到 1∶1，而在我
国一些地方，长期以来乐于搞看得见的
“地面形象”，忽视投入大、见效慢的“隐蔽
工程”，地下基础设施建设难以满足城市
防洪抗涝需求。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重地面轻地
下”的建设思维也延续到新城规划中。一
些从事县乡基层建设的专家表示，近年
来，三四五线城市开发进度加快，但对于

城市地下基础设施建设依然重视不够，导
致新城内涝呈上升趋势。

有专家介绍，大规模城市扩张往往也
会造成水土流失加剧、局部水系紊乱、河
道与排水管网淤塞，人为导致城市防洪排
涝能力下降。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试点“海绵城市”
局部内涝现象相对减少，但仍未从根本上
解决“城市看海”问题。

住建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导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俞孔坚说，过去的“海
绵城市”试点范围是城市局部而非整个城
市，建设效果显著，但要彻底解决城市的
内涝问题，还需从源头开始，在更大范围
内与国土生态治理、水利工程生态化、田
园海绵化等系统治理结合在一起，用基于
自然的理念，系统解决城市洪涝问题。

要多举措增强城市排水能力

7月1日拍摄的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