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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闻闻集集装装箱箱

　　生态环境部2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

加强入海氮磷污染治理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主任王菊英介绍，目前
近岸海域仍存在劣四类水质分布，主要超标指标为
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
　　近岸海域海水中氮磷主要来自河流输入、农业
面源污染、城镇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海水养殖
活动和海洋大气沉降等。
　　王菊英表示，要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持续
深入加强入海氮磷污染治理。强化沿海城镇污水收
集和处理设施建设、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因地制
宜实施人工湿地净化和生态扩容工程、推进海湾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等重点任务，以进一步削减入海河
流总氮总磷等的排海量。通过多种举措，逐步改善
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

扎实推进美丽海湾建设

　　2022年，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第一批8个美丽海湾
优秀案例。当天发布会上，今年第二批12个美丽海
湾优秀案例也正式发布。

　　生态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司副司长胡松琴介绍，
近年来，沿海地方扎实推进“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
和谐”的美丽海湾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
　　她表示，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和
地方继续深入推进美丽海湾建设，统筹实施陆海污
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亲海环境整治等举措，加强
一线指导帮扶，着力加强“一湾一策”精准治理。

加强红树林保护工作

　　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海陆交错区生产能力最
高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胡松琴介绍，近年来，我国
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成效。根据2022年调查数据，
我国红树林面积增长至43.8万亩，较本世纪初增加了
约10.8万亩，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
国家之一。
　　她表示，生态环境部将与有关部门共同加强红
树林保护工作，指导沿海地方落实好62个海湾内涉
及红树林保护修复的相关重点任务措施。
　　同时，加强红树林生态保护监管。持续开展“绿
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和人类活动遥感监管，开展
红树林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
估，科学评估红树林保护修复生态环境成效。

　　此外，强化红树林生态状况调查评估。在现有
典型红树林生态系统和保护区监测工作的基础上，
逐步拓展监测范围，常态化开展全国典型红树林生
态系统的生态健康状况评价，并将红树林纳入下一
步要进行的海湾生态环境精细化调查范围。

第三次海洋污染基线调查突出4个“更加注重”

　　今年，生态环境部启动第三次海洋污染基线调
查工作。王菊英介绍，海洋污染基线调查是一项重
大的国情调查，是对一定历史时期内海洋生态环境
基本状况的全面摸底。
　　我国在1976年和1996年分别开展了第一次和第
二次全国海洋污染基线调查。她表示，与此前相比，
此次调查突出4个“更加注重”：调查范围更加注重受
人类活动影响最为直接和集中的近岸海域和283个
海湾；调查手段更加注重采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
等高新技术；调查指标更加注重传统污染物和新污
染物统筹；调查内容更加注重海岸线环境压力和生
态状况调查等。
　　第三次海洋污染基线调查于2023年开展，计划
于2025年完成全部调查和评估工作。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合力守护碧海银滩
——— 当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问题回应

新华社记者 高敬

  工作人员在中国石化塔里木盆地“深地工程”跃进3-3XC
油气井进行钻井辅助作业（8月21日摄）。
  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国石化“深地工
程”——— 顺北油气田平均埋藏深度超过7300米，是世界陆上最
深的商业开发油气田之一。顺北油气田目前已钻成垂直深度
超过8000米的井50口，实现了26口“千吨井”（单井日产1000吨
的油气井）的重大突破。
                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开车驶入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矾山镇境内，道
路一转，几座煅烧炉跃入眼帘。管道和爬梯错落其
间，斑驳的锈迹与褪色的红砖诉说着岁月沧桑。没
有了昔日浓烟，矾山溪水中的倒影愈发澄澈，绿水青
山与这些坚实的庞然大物相映成趣。
　　这里是温州矾矿工业旅游区。苍南县政协原主
席张传军多年来关注、研究矾矿发展变迁。他介绍，
矿脉主要分布在矾山镇鸡笼山、水尾山、大岗山等
地，绵延10公里，已探明储量达2.4亿吨，矾山镇号称

“世界矾都”。
　　矾山镇矾矿从手工开采、炼制，发展到机械化作
业，已延续650多年。依靠发达的炼矾业，矾山镇工业
生产总值在建国初期曾占温州市的三分之一。20世
纪七八十年代高峰时，矾山镇明矾年产量超4万吨。
　　然而，随着替代产品问世，明矾市场需求减少，
矾矿发展遭遇瓶颈，粗放的发展方式也牺牲了环境。
2017年10月，当地停止采矿生产，探索转型道路。生
态修复、绿化造林，一座座“秃头山”复绿；挖掘文化、

发展旅游，100多处矿业遗址吸引着四方游客。
　　在煅烧炉群不远处，几幢修旧如旧的小屋很是
显眼。这里原先是矾矿三车间第100号结晶间，如今
改造成矾文化活动实践基地“矾客工厂”，集中展示
矿石开采、煅烧、溶解、结晶等一整套炼矾工艺。游
客可以在模拟井巷体验矿石开采，在保留的6个结晶
池观察明矾结晶过程，在室内活动区体验矾塑非遗
项目。
　　南洋312平硐位于鸡笼山北坡312米海拔处，这里
曾是温州矾矿主采矿区。“数百年的开采使鸡笼山山
腹内形成10层矿硐，南洋312平硐处于第4层。”张传
军介绍，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里铺设了铁轨，采用
手工、电耙混合装车，将明矾矿石运输到炼矾厂储矿
场，结束了人力挑运矿石的历史。
　　为增加游客体验，当地开设了小火车项目。戴
上安全帽，乘坐小火车进入矿硐，一股寒气扑面而
来。据介绍，硐内温度常年保持在16摄氏度至18摄
氏度，地面湿滑，道路四通八达宛若迷宫，石壁上可

以看到工人练习技术时留下的痕迹。
　　“听着车轮与轨道摩擦的声音，能想象当年工人
作业的场景。”摄影爱好者杨国俊走出矿硐说，“矿硐
内的光影很适合拍照，期待今后有更多的互动项
目。”
　　福德湾村沿鸡笼山明矾矿区而建，近400座利用
废弃矿石垒砌而成的传统古民居点缀其中，村内有
炼矾古遗址、雪花硐等一批工业文化遗产。张传军
出生、成长于此，做过15年矿工。他回忆：“曾经村里
空气中都是矾烟刺鼻的味道，现在空气清新了，绿植
和鲜花多了，古香古色的街巷成为非遗一条街，越来
越多的村民选择回乡创业。”
　　矾山镇还利用矿区原有的办公楼、老厂房改建
了博物馆群，展示当地矿山文化。2017年，温州矾矿
入选首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19年，矾山矾矿遗址
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矾山镇
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4000万元。
          （新华社杭州8月29日电）

在绿水青山中邂逅矾矿遗存
新华社记者 魏建华 魏一骏 张晓洁

  8月29日，在深圳举行的进博会展前供需对接活动上，参
展商（左）向采购商介绍进口蓝莓。
  当日，为给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与进博会参展企业搭建对接
交流的平台，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前供需对接活动在
深圳举行。进博会技术装备、食品及农产品、服务贸易展区近
60家参展商到场展示，吸引粤港澳大湾区200余家企业到会进
行现场对接。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当日，随着连接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泥溪镇和蕨溪镇的泥
溪岷江特大桥通车，岷江上最后的车渡——— 泥溪车渡即将停
运，轮渡过江成为历史。
  作为叙州区东大环线的重要交通节点，泥溪车渡口从1992
年5月启用，至今已经运行了31年，承载着泥溪、商州、高场、蕨
溪等岷江沿岸各乡镇群众的交通出行。泥溪岷江特大桥的通
车，突破了岷江上下游30多公里两岸45万群众的交通发展瓶
颈，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新华社太原8月29日电 （记者 王劲
玉）“检查作业环境，设定巡检路径，准备开
始220千伏苏海I线机器人远程自主巡检工
作……”在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下南茹村的
一座输电杆塔下，随着国网阳泉供电公司输
电运检中心输电运维二班副班长梁海涛下达
巡检指令，智能巡检机器人自动上线，并且自
主执行线路关键隐患点的巡检、通道巡视和
红外测温等工作。
　　梁海涛说，过去执行巡检任务，需要运维
人员不停地“爬塔”，不仅危险系数高，时间长
了，对一些安全隐患也容易忽略。而现在，智
能巡检机器人的应用把人的经验和机器的便
捷性统一起来，线路巡检的可靠性更高了。
　　“智能巡检机器人能以稳定的速度沿杆塔
地线行走，并自动识别绕开设备线夹、防震锤
等物体，设定作业任务后，不需要人工操作自
动完成作业任务，降低了对人工的依赖。过去
巡线是最苦的工种之一，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从
危险艰苦的环境中脱离出来了。”梁海涛说。
　　近日，山西多地高温与暴雨交替袭来，电
网负荷需求持续增加。智能巡检机器人、由
无人机挂载的高清云台、激光点云雷达、可见

光摄影机、红外成像仪等多种高科技设备执
行自主巡检工作，成为高空输电线路运维的

“硬核”科技。
　　同样在220千伏苏海I线，地处茂密森林
的一座输电杆塔上，无人机搭载的激光雷达
通过飞行扫描，将线路铁塔、导地线、线路通
道及其周边环境的影像数据经空间三维解算
形成的三维点云数据，实现过去因地理因素
导致的森林、沟壑等人力较难到达区域的巡
检全覆盖。
　　“过去巡线费事费力，有的线路位于高山
地区，有的区段甚至没有路，我们都靠人一步
一步走，每天行走好几个小时数十公里。现
在我们班组人人都考取了无人机驾驶执照，
个个都是无人机巡检高手。”国网阳泉供电公
司输电运维二班班长陈亮说。
　　不仅如此，智能巡检机器人、监控装置等
智能化设备能够做到24小时实时不间断工作，
也填补了恶劣天气和复杂环境影响的短板。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高压输电通道
智能化改造，加强巡检机器人、无人机、雷击
光学影像观测装置等智能设备体系建设，保
障电网安全可靠稳定运行。”陈亮说。

百米高空中的保供“黑科技”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水利部最新发布的《中国水资源
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再生水、集蓄雨水、海水淡化水、矿坑

（井）水、微咸水等非常规水源利用量进一步增加，达到175.8亿
立方米。
　　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非常规水源利用量较2021年提高
37.5亿立方米，占全国供水总量的2.9%。
　　近年来，水利部持续加大非常规水源利用力度，联合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先后印发了《关于印发“十四五”用水总量和
强度双控目标的通知》《关于加强非常规水源配置利用的指导
意见》《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方案》，将省级行政区非
常规水源最低利用量纳入“十四五”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
进行考核，着力扩大非常规水源利用领域和规模，在29个省份
的78个城市开展了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
　　统计显示，2022年我国非常规水源利用量较2012年的44.6
亿立方米提高了2.9倍，较2020年的128.1亿立方米提高了37%。
在北京、天津、山西、山东等省市，非常规水源利用量占供水总
量的比例分别达到30%、17.9%、8.9%和8%，为保障当地供水安全
发挥了重要作用。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水利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进一步加大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力度，有序推进再生水利用配
置试点建设，有效发挥非常规水源利用在解决水资源短缺、提
高用水效率、防治水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022年我国非常规水源

利用量显著提升

  8月28日，南宁市滨湖路小学的
学生们和校长谢小燕一起将学生自
制的“梦想船”放入水中。
  当日，广西南宁市滨湖路小学举
行以“播种科学梦想”为主题的“开学
第一课”暨科创节开幕式活动，通过
科学情景剧、科学小实验、科学梦想
分享等方式引导学生感受科学的魅
力，让探索未知、创新实践的种子在
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新华社记者 胡星宇摄

开
学
第
一
课

  河北省迁安市大崔庄镇楼子山村的稻田与青山、村庄相映
成画（8月29日摄，无人机照片）。
  初秋时节，位于长城脚下的河北省迁安市大崔庄镇楼子山
村100余亩水稻长势喜人。2021年以来，楼子山村通过引入农
业开发企业的方式，打造精品大米生产基地，并建设“稻香小
镇”发展旅游，有效助推农民增收与农业增效。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