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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相当于15个西湖

洞庭湖决口封堵后2.1亿立方米水咋排？
本报综合消息 7月5日，团

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决口。
7月8日22时31分，湖南岳阳市华
容县洞庭湖一线堤防决口完成
合龙。目前，湖南华容县团洲垸
内滞留水量约2.1亿立方米，相当
于15个西湖的蓄水量。

为了减轻钱团间堤的防洪
压力，需要尽快降低垸内水位，
将涝水排出。决口完成封堵后，
这些水怎么排？

封堵成功后如何排水？

目前截流坝与水面基本持
平。合龙之后，截流坝还会加高
两米，同时进行加宽作业。

水利部专家组组长李蘅表
示，合龙以后还要进行闭气，防
止水渗；围堰里面有约两亿立方

水量，排水工作需要时间相对长
一些。

如何排水才能更安全，长江
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水利规划院
院长要威认为：

退水过快可能会对堤防安
全造成影响。因此，为了避免退
水过快对钱团间堤安全产生影
响，水位日降幅建议不超过30
厘米。

按照团洲垸50平方千米面
积计算，每天排水量约1500万立
方米，可利用藕池河东支左堤和
东洞庭湖堤17.2千米的临水堤
防，调动移动式排水设备进行
排水。

团洲垸地形呈两边高、中间
低的特点，排水初期17.2千米堤防
都可以同时向外排水，随着水位
降低，部分堤防后面地势较高的

堤段将会裸露，该部分堤段就无
法继续排水。时间大概需要12天
左右，测算排水量大约1.64亿立方
米。其余堤段继续排水，大约需
要5天时间将垸内涝水排出。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
调派跨省区排涝力量增援

针对团洲垸内积水内涝严
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从湖
北、福建、四川、广东、广西、安徽
等地调派排涝力量实施跨省区
增援，执行积水排涝任务。第一
批次排涝力量397人、排涝装备
47台套，总排涝能力约13.5万立
方米每小时，连夜出发。第二批
次排涝力量保持应急状态，根据
现场需要随时进行增援。

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湖北、

重庆、贵州三地消防救援力量实
施跨省区增援，于9日上午全部
抵达现场。

9日7时许，湖南消防救援队
伍排涝专业编队，挺进团洲垸洞
庭湖一线堤坝，岳阳消防抢抓时
间，第一批开始抽排积水，全力
排涝抢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
秩序。

第三道防线
正在全线推进施工

距离决口处几公里远的钱
团间堤被称为“第二道防线”，这
条长约14.3公里的间堤是阻隔洪
水淹没下一个垸子的关键。如
果“第二道防线”一旦发生决口，
受影响的面会更大，导致的损失
也将更多。近几天，间堤一共已

经发生了20多起险情，所幸最后
都得到有效控制。

湖南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
中心主任曾启明表示，在全面做
好第一、第二道防线的同时，已
在构建第三道防线。目前已经
制定了工程方案，正在全线推进
施工，分了7段同步作业。

针对可能存在的风险，水利
部作出专门部署：

继续加强堤防巡查防守，尤
其要高度关注决口封堵段、薄弱
堤段、险工险段、堤后池塘等，高
度重视夜间巡查防守质量；妥善
做好转移人员安置管理，险情解
除前坚决做到人员不擅返；加快
筑牢第三道防线，尽快具备挡水
条件；统筹考虑排水时长和堤防
安全，精细控制水位变幅，防止
水位下降过快造成堤防险情。

谁在制造“幼小”衔接焦虑
李霞

“紧扣一年级知识点，轻松
入学”、“幼小衔接早准备，开学
压力少一倍”、“9周领跑一年
级”……据央视新闻报道，暑假
在即，在幼升小家长育儿群里，
幼小衔接招生广告一个接一
个。这些暑期班，所学项目涵
盖了算术、拼音、识字、书写等
小学一年级的主要知识，有的
还配有学科综合测试。

在很多家长眼里，孩子上
小学，意味着要开始正儿八经

读书了。但现在小学就开始
卷，孩子会不会跟不上学习进
度？所谓的幼小衔接班正是抓
住家长的心理精准营销。先是
铺天盖地做宣传、造声势，营造
出“幼小衔接最关键，不抢跑就
会落后”的紧迫感，甚至捏造事
实，声称“一年级老师不读题
了，孩子不能‘裸奔入学’”。再
夸大课程效果，要教孩子轻松
习得2000多个汉字、100以内加
减法。最后打出“倒计时”王
牌，无形中催促家长下单。

家长给孩子报班，大多数
是被机构制造的焦虑所裹挟。
机构打出的广告危言耸听，家

长难免担心自家的孩子“跟不
上趟儿”；即便心中狐疑，但看
看身边孩子都报了班，今天学
汉字、明天学数学，家长互相讨
论、比较，也没法儿不动摇。最
后，本着反正没坏处、求个心安
的态度，把孩子送进了衔接班。
可很多“抢跑”的孩子到了三年
级，老本吃完了，又缺少主动性
和积极性，学习成绩开始下滑，
形成“三年级现象”。到时候，
这些机构岂非又要宣传“三年
级是孩子成长关键期”，再捞一
笔贩售焦虑的金？

消除抢跑焦虑，首先要堵
住制造和传播焦虑的通道。教

育部早就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
得对学前儿童违规进行培训，
四处发传单、到处上链接的幼
小衔接班，“光明正大”地招揽，
足以说明职能部门和相关平台
监管不严。幼小衔接班年年违
规年年办，另一个原因，是一届
又一届的家长，都怀有相同的
焦虑。“鸡娃”心理不除，幼小衔
接班就不愁市场。其实，“不抢
跑就落后”，是人为制造二选一
的伪命题，不符合教育规律，不
利于孩子成长。只要孩子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知识图谱自
然会枝繁叶茂，实在不必急于
一时，揠苗助长。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记者9日从最
高人民检察院获悉，自然资源部原党组成
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钟
自然涉嫌受贿、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一案，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
以涉嫌受贿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对钟
自然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钟自然决定逮捕

据新华社上海7月9日电
在4102.8米海底挖“宝”，成功
取回深海多金属结壳与结核！
中国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关键技
术研究与装备研制取得重大
突破。

记者从上海市政府新闻办
9日举行的采访活动中获悉，由
上海交通大学自主研制的深海
重载作业采矿车工程样机“开
拓二号”日前完成海试，首次突
破国内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海
试水深4000米大关，在国内首
创5项新技术。

大洋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矿
产资源，应用价值极高。但海
底地形崎岖，海况条件复杂，要
想在深海探采取“宝”，离不开
高端的海底采矿装备。

长6米、宽3米、高2.5米、重
14吨。记者在上海长兴海洋
实验室看到，“开拓二号”是一
台“大家伙”，设计作业水深
6000米。它有两大鲜明特征：
一是强有力的掘进齿能在海底

“削矿如泥”，二是4条平稳结
实的金属履带可以在深海矿区

“如履平地”。
上海交大船舶海洋与建筑

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开拓二
号”首席科学家杨建民介绍，这

次海试从6月19日启航，6月28
日返航，航程1840多公里。团
队在西太平洋多金属结壳与结
核海区开展海底行进、矿物开
采、布放回收等全系统联调
联试。

连续5天，“开拓二号”海底
探“宝”动作不断：每天完成1个
潜 次 ，分 别 达 到 1802.4米 、
1929.9米、1955.8米、2048.5米
和4102.8米的深度，并成功获
得200多公斤多金属结壳、多
金属结核等各类深海矿产

样品。
4102.8米意味着什么？杨

建民告诉记者，此次海试水深
突破4000米大关，意味着基本
可以达到海底采矿需要的深
度，深海矿产资源一般赋存在
2000米至6000米深海海底，其
中多金属结壳与硫化物主要分
布在4000米水深以内。

海底“宝”有何价值？结壳
和结核是两种深海矿产，前者
是生长在海底岩石上的矿物质
覆盖层，后者主要以半埋藏的

状态分布于海底沉积物之上。
根据分析，此次海试获得的结
壳和结核铁、锰含量均介于
10%至20%之间，且富含钛、
镍、铈、铜等关键金属。

海底挖“宝”要有硬核技
术。成果背后，是5个深海采矿
领域的首创技术，分别是深海
复杂海底地形高机动行进技
术、深海多矿类复合钻采技术、
深水重载作业智能精细控制技
术、非金属缆深海重载布放回
收技术和深海环境扰动监测评
估技术。

得益于深海复杂海底地形
高机动行进技术，无论是坡度
达30多度的陡峭、崎岖海山，
还是由高粘性稀软沉积物堆积
的海底“滩涂”，“开拓二号”都
能顺利行进、爬坡和原地回转，
其四条履带能实时调整方向和
状态，适应海底复杂地形行走
的需要。

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忠钦、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家彪、深海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李茂林等专家评
价，“开拓二号”海试成功，标志
着我国在深海科学研究、资源
开发、环保等方面将拥有更强
的技术支撑和装备保障。

上海交通大学自主研制的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工程样机
“开拓二号”海试现场（无人机照片，6月22日摄）。 新华社发

我国深海采矿车在4102.8米海底挖“宝”
首次突破海试水深4000米大关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记者7月9
日从教育部获悉，“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
养计划”自2009年启动实施以来，累计在
77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布局建设288个基
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共吸引了3万
余名优秀学生投身基础学科。

当天，国家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战
略行动推进会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
计划”实施十五年工作交流会在京召开，
来自教育部、中国科学院、“拔尖计划”2.0
基地所在高校等单位的代表，围绕基础学
科拔尖人才培养工作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统计数据显示，十五年来，“拔尖计
划”汇聚了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每年有
超过1600名院士、国家级重要人才计划入
选者等顶尖学者为拔尖基地的学生授课，
授课总学时数超过5.2万。与此同时，一
批“拔尖计划”毕业生已经在相关领域崭
露头角，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据悉，在“拔尖计划”前期探索基础
上，国家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战略行动
已于2023年正式启动，重点依托拔尖基地
所在高校，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有组织
培养进行强化部署，着力拓宽选才渠道、
创新育人模式、健全科教协同机制、完善
长周期保障、开辟智能化新赛道，为建设
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源源
不断、规模宏大的基础研究后备力量。

“拔尖计划”吸引3万余名
优秀学生投身基础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