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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4月22日电（记者田建
川 李雄鹰）记者22日从广东省应急管理
厅了解到，4月16日以来，广东迎来4月最
强降雨过程，北江干流发生今年第2号洪
水。受强降雨影响，北江干支流全线上涨，
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主要集中在
韶关、清远、肇庆市北江干支流。此轮强降
雨导致广东多地受灾，全省累计转移群众
11万人，紧急安置2.58万人。

北江干流发生今年第2号洪水，飞来
峡水利枢纽于22日3时出现18900立方
米/秒的最大入库流量，接近百年一遇（百
年一遇流量为19200立方米/秒）。经飞来
峡水库调控，北江干流代表站石角站的流
量在18000立方米/秒左右波动，超50年一
遇（50年一遇流量为17600立方米/秒）。
22日9时，北江干流全线出现洪峰。

4月16日以来，广东迎来4月最强降
雨过程。受其影响，北江及其支流连江、滃
江、绥江等45条河流、66个水文站、83站次
出现超警戒水位。

据统计，此轮强降雨造成多地受灾，全省
累计转移群众11万人，紧急安置2.58万人。

广东强降雨
造成多地受灾
已累计转移群众11万人

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记者申
铖）2024年，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不断优
化调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
项目资本金范围，将更多新能源、新基建、
新产业领域纳入专项债券投向领域。

这是记者从22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建凡介绍，今年
专项债券支持范围增加了独立新型储能、
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等领域。同时，
引导地方加大对国家级产业园区基础设
施、5G融合应用设施、城中村改造、保障性
住房、普通高校学生宿舍等领域的支持力
度，进一步谋划经济社会效益明显、带动效
应强、群众期盼、早晚要干的重大项目。此
外，将保障性住房等领域纳入专项债券用
作项目资本金范围，进一步发挥专项债券
撬动作用。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投向领域更“新”

19日以来，强降雨不断影响江
南、华南地区，多地累计降水量破4月
历史纪录。是什么原因导致近期南方
降雨偏多偏强？未来还有强降水和强
对流吗？

监测显示，近日多地累计降雨量
有100至150毫米，广东肇庆、清远、韶
关、广州、惠州等地局地达300至488
毫米。截至21日，珠江流域共有44条
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为什么近期南方降雨这么多？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

绍，4月以来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
偏强，有利于南海和孟加拉湾水汽向
南方地区输送，同时高原槽和南支系
统活跃，导致南方地区强降水过程频
繁、降水持续时间偏长。另外，江南、

华南等地气温比常年同期明显偏高，
大气含水量丰富、不稳定能量高，导致
对流发展旺盛、降雨强度大，多地累计
降水量破4月历史纪录。

据预报，22日起江南、华南的强降
雨范围将有所收缩，但降水并不会完
全休止。预计未来三天，江南东部、华
南中东部仍有降雨，其中广东中南部、
福建东南部部分地区还将有大到暴
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4月下旬南方降水将如何发展？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中期天气预报显
示，4月下旬江南、华南降雨显著偏
多，强对流天气多发。江南、华南、四
川盆地南部及贵州北部等地累计降
水量有50至120毫米，局地超过400
毫米；上述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

期偏多5至8成，部分地区偏多1倍
以上。

近期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地
降雨较强且落区高度重叠，土壤含水
量趋于饱和。气象专家提醒，公众需
警惕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后可能出现的
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避免前往
山区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并注意防范
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此外，春季和夏季是强对流天气
高发期，雷暴、冰雹等经常“说来就
来”，让大家感到猝不及防。专家表
示，关注强对流天气时，可针对三个不
同层级做相应准备。在气象部门发出
可能性预报阶段，公众可以增加对天
气预报的关注力度和频次；发出预警
后，应考虑取消出行计划、减少出门、
加固基础设施等；当强对流天气已经
来临，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躲在坚固
的建筑物内。新华社记者 黄垚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为何南方多地累计降水量破纪录？

据新华社南京4月22日电（记者蒋芳
邱冰清）记者22日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刘素珍于4月21日去世，享年93岁。截至
目前，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
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35人。

刘素珍去世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35人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记者王
优玲）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22日
对外发布的指导意见明确，要加强农
村房屋建设管理，强化既有农房安全
管理，加快健全新建农房安全管理长
效机制。

住房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自
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
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房屋建
设管理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
到2025年，实现农房质量安全全过程
闭环监管，农房安全风险得到有效管
控，农房质量安全普遍提升；到2035
年，全面建立农房建设管理制度体系
和技术标准体系，农房建设品质大幅
度提升。

住房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我国农村房屋量大面广，
长期以来，以农民自建、自用、自管为
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新建农房面积越来越大，
层数越来越高，用作经营的也越来越
多，大量既有农房随着房龄的增长，安
全隐患逐渐凸显。

指导意见明确，强化既有农房安
全管理，常态化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坚持“谁拥有谁负责，谁
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明确产权人和使
用人的房屋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农房
安全常态化巡查机制，将农户自查、镇
村排查、县级巡查、执法检查和群众监
督相结合，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安全隐患。

指导意见明确，要严格用作经营

的农房管理，农房用作经营活动应当
符合相关安全要求，产权人和使用人
要严格落实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管理相
关规定，在开展经营活动前确保房屋
具备安全使用条件。对农房实施改扩
建，依法办理用地、规划建设等有关审
批手续，严格按照相关工程建设标准
进行设计和施工。

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健全新建农房
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将农房质量安全监
管贯穿农房建设全过程。按照“谁审
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将
行政审批和安全监管有效衔接。合理
安排农房建设用地，切实保障农房选址
安全，严格规范设计施工，新建农房设
计和施工应符合国家现行抗震设防等
有关质量安全标准的要求。

住建部等五部门发布指导意见

加强农村房屋建设管理

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记者
申铖）一季度，全国财政收支运行平稳：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0877亿元，按
可比口径计算继续保持恢复性增长态
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近7万
亿元，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这是记者从22日在国新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在会上介绍，
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0877
亿元，同比下降2.3%。扣除2022年制
造业中小微企业部分缓税在2023年前
几个月入库抬高基数、2023年年中出台
的减税政策对今年形成翘尾减收等特
殊因素影响后，全国财政收入可比增长
2.2%左右，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

支出方面，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规模近7万亿元，同比增长
2.9%。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12708亿元，增长3.7%；教育
支出10436亿元，增长2.5%；城乡社区
支出5614亿元，增长12.1%；农林水支
出5185亿元，增长13.1%；住房保障支
出2049亿元，增长7.8%。

一季度全国财政收支运行平稳
■ 4月22日，中国人

民银行就《非银行支付机构

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

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
见稿细化了去年12月发布的《非银行支付
机构监督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推动支付机
构行政许可工作公开透明、流程规范，确保
新旧支付业务分类平稳过渡，细化用户权
益保障机制，对用户资料及交易记录保管
时限、收费调整等提出明确要求。（吴雨）

（新华社电）

4月21日，青岛港

3号码头，观众在参加

舰艇开放活动（无人机

照片）。连日来，2024

年海军成立纪念日舰

艇开放活动在青岛举

行。开放的舰船多数

参加过亚丁湾护航、出

国访问、联演联训等重

大任务。预约前来参

观的市民游客络绎不

绝，人们不仅能登舰参

观，还能与海军官兵面

对面交流、参加军事特

色科目体验、了解海军

特色文化等，零距离感

受人民海军舰艇的风

采和魅力。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海军成立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在青岛举行

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