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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记者 于文静）近期受台风影响，华
北、黄淮、东北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造成蔬菜设施受损和菜田被
淹。农业农村部近日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强化
指导，切实抓好当前抗灾减灾和秋冬蔬菜生产。

记者14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为确保蔬菜稳产保供，农业
农村部对蔬菜抗涝减灾和秋冬稳产保供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通知要求，各地要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统筹抓好生产发
展、产销衔接、流通运输、市场调控、质量安全等各项工作。露地要
及时排涝降墒，降低田间水位和土壤含水量，为秋季播种做好准
备。暂时不能播种田块，可抓紧组织集中育苗，适时移栽。设施要
抓紧排水加固，排出棚内明水，待天晴翻晒逐步降低土壤湿度。强
化降湿防病，对染病植株综合采取农业防治和药剂防治措施。

通知提出，稳定秋播蔬菜生产，分区施策抓好生产。指导农民
充分利用高温连晴天气，及时腾茬整地，清理田间残株，做好土壤
消毒，同时提前备好农资。强化分品种蔬菜供需形势研判，避免集
中上市。加强集约化育苗，强化育苗场生产调度和地区间调剂。

“南菜北运”蔬菜产区，挖掘冬闲田资源，因地制宜扩大冬季蔬菜生
产。北方设施蔬菜产区，稳定发展节能高效现代设施蔬菜生产，尤
其是受灾害影响大的地区要做好改种补种，增加冬春地产鲜菜供
应量。

通知强调，要确保供应流通顺畅。持续加强蔬菜生产、流通、
消费各环节信息监测，适时发布生产和市场信息。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要配合相关部门，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降低
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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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新华社沈阳8月14日电（记者 洪可润 丁非白）受

台风“卡努”残余环流影响，8月12日8时至14日6时，辽
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东南部地区出现大暴雨，
个别乡镇（街道）出现特大暴雨。记者14日从辽宁省防
汛抗旱指挥部获悉，受强降水影响，辽东沿海部分河流出
现明显涨水过程，辽宁37座大型水库总蓄水量为186.23
亿立方米，比多年同期多37.96亿立方米，辽宁全省共7
座水库超汛限，正在有序泄洪。

据辽宁省气象台统计，8月12日8时至14日5时，辽
宁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7.4毫米，丹东地区的1个区县有1
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降雨；沈阳、大连、鞍山、抚

顺、本溪、丹东、营口、辽阳地区的20个区县有256个气象
站出现100毫米至250毫米的降雨。

为全力做好防汛减灾工作，辽宁省水利厅组织重点
涝区做好排涝应对准备，出动监测人员225人次，抢测洪
峰16场次，人工观测水位440次，施测流量95次，报送监
测信息 250 条。辽宁省交通运输厅出动公路巡查人员
2913人次、车辆524台次。辽宁省消防救援总队持续开
展前置备勤，共执行5起救援任务，出动25人次。

当前，辽宁降水已明显减弱或基本结束，辽宁省气象
台于14日6时解除暴雨黄色预警。辽宁省防指于14日9
时解除黄色预警，终止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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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合肥8月14日电（记者 汪瑞华）据安徽省教育招生
考试院消息，安徽省2023年高招录取工作已于8月12日18时落
下帷幕。

录取结果显示，2100余所普通高校共录取考生51.7万人，较
上年多录1.3万人，录取人数创历史新高。另外，初中起点五年制
高职三二转段录取3.3万人。

根据安排，考生可通过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http://
cx.ahzsks.cn）和微信公众号（ahsjyzsksy）等渠道查询录取信息。被
录取考生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到毕业学校办理档案转接手续。

高校开学前后往往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期，一些诈骗分子
会冒充大学老师、资助机构工作人员等，给新生发短信、打电话、
加微信或QQ好友，用各种手段骗取钱财，或发放互联网消费贷

款，引诱学生陷入高利贷款陷阱。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以

防上当受骗。考生如遇收到的录取通知书和在安徽省考试院官
方渠道查询的录取结果不一致情况，务必以考试院官方信息为
准，谨防上当受骗。

值得一提的是，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将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
供多种帮扶途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查询《2023安徽普通高校
招生报考指导》附录二。

此外，今年的成人高考和下半年自学考试等继续学习深造
的途径即将启动，该两项考试的报名将于9月初进行，具体可关
注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发布的通知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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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茶社可以称得上是成都茶馆
里的翘楚。成立于 1923 年的鹤鸣茶
社，距今已有百年历史，是成都现存历
史最悠久的茶馆之一。

走进成都人民公园，落坐鹤鸣茶
社，赏花、品茶、采耳，感受最成都的

“巴适”生活。如今，在践行新发展理
念的公园城市新语境下，鹤鸣茶社已
成为市民游客感受“成都式”生活的必

“打卡”地。
1923年，大邑龚姓商人到彼时的

少城公园、如今的人民公园踏青，园内
溪水环绕，绿树成荫，便决定在此修一
茶社。当晚，他就梦到紫光缠绕，一方
池塘中伫立着几只白鹤嬉戏，引颈长
鸣，也因此给茶社命名“鹤鸣”。取城
南锦江水，茶叶均用当年采摘融花自
窖，泡出来的茶水清香适口，爽目安
神。

鹤鸣茶社的百年历史，是人民
公园的百年历史，更是成都历史文
化名城的百年历史。透过鹤鸣茶社
这个静态窗口，我们看到了公园的
高质量发展，见证了城市的百年风
云变幻。

2022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成
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
范区。新时代的人民公园，拆围增景，
按照景区化、景观化的指导原则，实现
了园城相融的场景。公园城市的梦，
从公园美景照进人们公园生活的现
实。百年历史的沉淀，一杯新茶的浓
香。

在“川茶功夫”里，掺茶师傅在掺
茶时练就“悬壶高冲”“怀中抱月”“大
鹏展翅”“反弹琵琶”等“十八般武艺”，
一套干净利落的动作快结束时，一条
细长的开水柱从铜壶长嘴流出，顺势

倾入盖碗茶杯中，杯中形成流动小漩
涡，青绿的茶叶随水涡挤压不断旋转、
翻腾、绽放……此时水柱断开停下，一

壶热茶沏好——这是川人喝茶前的
“小仪式”。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成都“网红”鹤鸣茶社100周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