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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气象专家 6月 10日说，
印度正经历该国有气温记录以来
持续时间最长的热浪。

印度气象局局长姆鲁琼贾
伊·莫哈帕特拉说：“这是热浪持
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全国各地都
经历了大约24天高温。”

自 5月中旬以来，印度北部
持续遭遇热浪侵袭，局地气温高
达 50摄氏度。据路透社报道，3

月至5月，该国发生超过2.5万起
中暑病例，造成至少 56人死亡。
随着一年一度的季风降雨本月开
始向北移动，预计高温天气将有
所缓解。

印度的 4月至 6月通常较为
炎热，7月到来的季风降雨会有

“降温”作用。据美联社报道，过
去 10年间，印度 4月至 6月的天
气变得越来越热。（来源：新华网）

气象专家：印度正经历
“持续时间最长热浪”

本公司原定于2024年6月
26日上午9时在南通空港酒店
多功能厅二举行的南通市通州
区兴东街道兴飞花苑109套住

宅及 8间商铺拍卖会，因故撤
拍。
浙江知联中兴拍卖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2日

撤拍公告
匈牙利罗兰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
心”揭牌仪式6月10日在匈牙利首
都布达佩斯举行。

罗兰大学副校长伊姆雷·豪毛
尔（中文名郝清新）致辞时表示，

“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
心”这一名称彰显着匈中两国高校
的共同使命，即通过科学研究与人

才培养为未来社会、文化以及文明
的发展进步作出应有贡献。两国高
校应跨越国界，建立紧密联系，不
断互学互鉴，通过学术交流与文化
交往，为匈中文明交流互鉴凝聚学
术力量，共同服务于打造更高水平
匈中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表
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匈牙利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是
见证和推进中匈友谊的重要机制平
台，将进一步推进中匈高校在人文
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跨国交流、
研究与合作。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龚韬表示，
匈牙利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处，
中匈文明交流互鉴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
心的设立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有
力行动。两所高校强强联手，必将
进一步推动亚欧文明交流互鉴，助
力中匈友好合作发展，为深化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人文学术交流作出积
极贡献。

（来源：新华网）

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揭牌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近日，商务
部等 9部门联合印发了《2024年家
政兴农行动工作方案》，从五个方面
提出 25项具体措施，深入开展 2024
年家政兴农行动，提振家政服务消
费，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一是促进供需对接。开展生活
服务招聘季和家政服务员技能升级
活动，扩大家政服务供给，提升服务
质量。持续开展家政劳务对接，针
对家政企业用工需求开展订单式培
训，提高家政劳务输出管理水平。
推进家政进社区，引导家政服务融
入社区生态体系。

二是加强品牌培育。培育家政
兴农特色劳务品牌，提高组织化、规

范化、规模化水平，发挥品牌效应，
增加从事家政服务业的员工收入。
进一步打造系列公共就业服务专项
活动品牌，落实好各项就业创业扶
持政策，推进巾帼家政品牌建设。

三是加大帮扶力度。帮助脱贫
人口通过家政劳务品牌就业，继续
对跨省从事家政服务业的脱贫人口
发放一次性交通补助。指导银行机
构优化信用评价和授信管理，结合
家政企业特点和需求加大金融产品
研发。引导保险机构积极开展家政
服务相关保险业务，完善保障责任
范围，满足家政企业、服务人员、消
费者风险保障需求。引导金融机构
丰富进城家政服务员等新市民群体

的专属金融产品，加大创业担保贷
款政策实施力度，加大对相关人员
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等方面的金融
支持。

四是完善支持政策。指导地方
将符合条件的进城家政服务员纳入
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范
围。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促进进
城家政服务员融入就业地社会。强
化家政等专业高校毕业生创业扶
持，对符合条件的创业高校毕业生
按规定落实创业担保贷款、一次性
创业补贴等政策。持续落实减税降
费政策和支持社区家政服务相关税
费优惠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小微
家政企业按规定享受税费优惠。

五是优化发展环境。加快家政
信用体系建设，推进家政服务员信
用评级赋码，探索推行电子版“居家
上门服务证”，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积极推动和支持家政服务业开展青
年文明号创建工作。继续开展工会
家政服务提质扩容试点。指导家政
企业完善薪酬分配制度，引导家政
企业建立健全体现技能价值导向的
薪酬分配制度。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
门抓好家政兴农政策落实落地，形
成政策合力，发挥家政服务业促消
费、惠民生、稳就业作用，更好服务
乡村全面振兴。

（来源：人民网）

目前，“三夏”生产进展顺利。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
前全国麦收进度近八成，预计全国
小麦大规模机收6月下旬结束，夏播
粮食面积将保持稳定。

我国粮食生产按季节分为夏
粮、早稻和秋粮，分别占全年粮食产
量的 21%、4%和 75%左右。夏粮是
全年粮食生产第一季，主要包括夏
收的谷物、豆类和薯类，保障夏粮丰

收到手对全年粮食丰收开好头、起
好步意义重大。

今年夏收，硬件有保障。农业
农村部数据显示，今年“三夏”期间，
全国各地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
165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 60
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达到 20万
台以上。

“夏收期间，将加强跨区机收组
织调度，确保农机运输通行顺畅，抢
抓农时加快麦收进度，保障及时烘
干晾晒；同时组织技术力量巡回指
导机手规范作业，尽可能减少机收
作业损失，努力确保颗粒归仓。”农
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夏收，服务保障给力。各
地区各部门主动做好政策措施、交
通保畅、防灾服务、及时收储、资金
及农资等保障工作，形成合力保夏
粮丰收。

在交通转运方面，建立农机作
业服务保障部门协同机制，提早研
究确保运输通行顺畅、气象预警预
报等农机作业服务保障工作举措；

提前印制 2024年跨区作业证 29万
张并发放各省份，各地高速公路收
费站据此一律免费快速放行。目
前，全国已备案建设区域农机社会
化服务中心 4300多家、区域农业应
急救灾中心 2500多家、常态化农机
应急作业服务队1.27万支。

今年夏收，收粮储粮保障有
力。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
备司副司长唐成介绍，初步预计，
2024年夏粮旺季收购量 7000万吨
左右，较 2023年略有增加，其中，小
麦6300万吨左右。预计小麦开秤价
格高于最低收购价格水平，大范围
启动托市收购的可能性不大。

“调度数据显示，河北、江
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等 6
个小麦主产省，共准备小麦仓容近
8000万吨，初步安排夏粮收购资金
1100亿元。各地收购仓容充足、收
购资金到位、物流运输通畅、市场
秩序良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已基
本就绪。”唐成说。

（来源：人民网）

保障有力 服务给力

当前全国麦收进度近八成 记者6月10日从文化和旅游
部获悉，2024年端午节假期，全
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
序。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
算，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1.1亿
人次，同比增长 6.3%；国内游客
出游总花费403.5亿元，同比增长
8.1%。

假期中，群众赛龙舟、吃粽
子、唱山歌、赏古曲，传统节日文
化内涵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广
东、湖南、浙江、贵州、云南等地举
办龙舟竞渡。携程数据显示，举
办叠滘龙船漂移大赛的广东佛山
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250%；举办
2024年中国汨罗江龙舟超级联
赛的湖南岳阳端午节旅游订单同
比上涨52%；中国·桃花潭第十一
届龙舟赛带动安徽宣城假期旅游
订单增长32%。

假期中，各地纷纷推出特色
活动、新型消
费场景和惠
民措施。各
地还将传统
民俗、民间艺
术有机融入
博物馆、美术
馆、图书馆、
戏剧场、电影
院等文化空
间，丰富文旅
融合新场景。

大批游
客选择在本
地休闲或近

程旅游，城郊亲水、采摘、农事
体验、露营等项目受到青睐，文
化场馆、商业街区成为游客的主
要游憩空间。国家级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集聚区因地制宜举办非
遗体验、民俗市集等端午主题特
色活动，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活
力。

游客越来越偏爱选择灵活
化、个性化的出游方式，在慢节奏
旅行、深入体验、放松休闲中享受
生活。云南、青海、甘肃、内蒙古、
贵州等地成为年轻人自驾游、避
暑游的热门选择。

“影视+文旅”双向赋能，电
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带动新
疆阿勒泰地区、伊犁州等自驾游
目的地持续火热。携程数据显
示，端午小长假乌鲁木齐租车订
单翻番，伊宁市增长140%。

（来源：新华网）

端午节假期
国内旅游出游1.1亿人次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2024年家政兴农行动工作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