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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 （记者/唐达 通讯员/莫小
青） 7月21日上午，市委书记陈岸明在台山主
持召开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部署做好台风“韦
帕”后续抢险救灾和复工复产工作。市委副书
记郑泽晖参加会议。

陈岸明充分肯定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扎实
有效做好台风“韦帕”防御工作，实现了不死
人、少伤人的目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并向全市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
的干部群众表示慰问和感谢。

陈岸明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发扬连续作战、团结
协作的精神，善始善终抓好台风后续抢险救
灾和复工复产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灾后
排险，安全高效、稳妥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努
力把台风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要保持高
度警惕，一以贯之做好台风过境后引发的暴
雨、洪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各类灾害防御

工作，在风险没有解除前加强在港船只和转
移人员的安全管理，避免冒险出海作业、擅
自返回危险区域。要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
患，抓紧开展避险船舶安全状况检查，紧盯
危险路段、边坡护坡、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
点部位开展全方位排查管控，及时消除风险
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安全出
行。要深入细致开展灾情核查评估，及时准
确掌握我市海洋牧场受灾情况，联合中山大
学等专业机构，改进提升海洋牧场防台风措

施。要加强“三防”干部队伍建设，在防灾减
灾救灾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表现突出的加
以培养，对履责不力的及时调整，激励干部
担当作为。要深入细致复盘总结本次台风
防御工作，针对漏洞短板完善体制机制，进
一步提升我市灾前防御准备水平，加强防灾
减灾救灾能力建设，为做好全年防汛防台风
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
量发展。

市领导蔡德威参加。

陈岸明在台山主持召开工作会议

善始善终 安全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江门日报讯（记者/毕松杰 通讯员/区志宏） 7月
21日上午，江门市助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联席
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关于
充分发挥人大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监督推动
作用的部署要求，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调动全市
三级人大、五级代表力量，与政府形成合力，加快推进
我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凌传茂参加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钟军、冯立
坚、吴国杰、余中华、刘志刚参加会议。

凌传茂指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习近
平总书记对广东的殷切期望，是江门高质量发展必
然面对的重大课题，助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是省委赋予全省各级人大的重大任务。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牢牢扛
起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责任担当。

凌传茂强调，要健全联席会议工作机制，紧扣
“联”的首要职责、“议”的核心任务、“促”的最终目的，
加大统筹力度，各成员单位、专责小组按照职责分工
主动认领、各司其职、狠抓落实，认真落实好联席会议
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确保联席会议高效运
行、发挥作用。

江门市助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牢牢扛起加快推进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的责任担当

新华社昆明7月21日电 彩云之南，雪山
之麓，始建于宋末元初的丽江古城宛如一颗明
珠镶嵌在云岭大地上，在历史的长河中璀璨溢
彩。

2025年3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丽
江古城，沿着石板路察看古城风貌。

流水潺潺，一步一景。
“丽江以旅游闻名，这里的文化、风光、民

俗都非常吸引人，还有这里的建筑、小桥流水
的环境，大家来了之后，都会有好的体验。”考
察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当地“处理好保护和
发展的关系，让这座美丽的古城焕发新的光
彩”。

“习近平总书记不时同商家店主和游客亲
切交流，详细询问相关情况。总书记对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文旅融合发展深切关注，有着深

刻思考，提出了明确要求。”当地负责同志说，
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把文化遗产系统性保
护、改善人居和旅游环境、丰富历史文化名城
内涵等紧密结合，正加快推进丽江古城保护管
理规划修编，努力提升古城品牌价值。

一座土司府，半部民族史。古城木府门
口，一座名为“情谊”的雕塑，定格徐霞客与木
氏土司结下的深情厚谊。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木府察看主要建筑，并
参观了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成果展示。

木府中，有“天雨流芳”的劝学古训、“诚心
报国”的忠义故事，还有用“活着的象形文字”
东巴文书写的古籍……

习近平总书记叮嘱大家：“要保护利用好
木府这样的重要文化地标，保护传承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今年5月，“遇见木府”夜游项目正式运
营。项目将木府古建筑群与纳西文化融合，让

游客以徐霞客的视角做客木府，在沉浸式、交
互式光影场景中开启一场震撼人心的文化体
验和历史探索之旅，深受欢迎。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励我们进一步挖掘
木府的丰厚历史文化底蕴，向更多人讲好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精彩故事。”丽江古城博物院
（木府）副院长李文晓说，木府将“忠义”牌坊、
七律《两关使节》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鲜活素材融入讲解词，不断激发市民和游客
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巴文化的关心关怀，让
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和虹深有感
触。“总书记非常关注纳西族语言的传承使用
情况，在东巴古籍前驻足，仔细察看。从交流
中，我感到总书记对东巴文字很熟悉，对少数
民族文化高度重视。这激励着我们进一步做
好东巴古籍文献的整理和翻译工作。”和虹说。

和虹介绍，致力于促进少数民族古籍抢救
性保护、科学化管理和民族古籍保护专业人才

培养，5月17日，纳西东巴古籍保护研究服务
中心正式成立。“我们将发挥好这一中心的作
用，让东巴文化在保护和传承中绽放更加绚烂
的光彩。”

中华大地上，一座座古城、一条条古街，承
载着丰厚的历史记忆，凝结着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粹。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考察中强调民族
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在他心中，各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
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
能枝繁叶茂。

从恢复特色民居、名人故居历史原貌，让
越来越多老院落“活”起来；到发展文化遗产
游、举办民俗节庆活动，让古韵新风交相辉映；
再到举办民谣、文学、动漫等多类主题活动，让
文化遗产在活化利用中生机勃发……今天的
丽江古城，历史与现代交融，古朴与时尚交织，
正焕发新的光彩。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记者21日从水利部获
悉，水利部近日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4》。报告
显示，2024年全国节水水平进一步提升，节水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

我国用水总量强度双控持续深化。根据报告，
2024年全国用水总量较2023年增加21.5亿立方米，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按
可比价计算分别较2023年下降4.4%和5.3%；农田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至0.580。

行业领域节水成效显著。2024年全国农业用水
量较2023年减少24亿立方米，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1635.8万亩；全国工业用水量较2023年增加0.8亿
立方米，其中火（核）电工业直流式冷却用水量较2023
年减少12.5亿立方米。

非常规水利用规模不断扩大。2024年全国非常
规水利用量为251.6亿立方米，较2023年增加39.3亿
立方米。其中再生水利用量为212.2 亿立方米，较
2023年增加34.6亿立方米。

重点区域节水控水深入推进。按可比价格计算，
2024年黄河流域、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和长江经
济带等重点区域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较2023年
下降3.5%至4.8%，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23年
下降0.5%至6.8%。

重点领域节水迈出新步伐。2024年，发布28个
用水产品、69家重点用水企业、13个工业园区、200
家公共机构水效领跑者；水利部公布10个水预算管
理试点地区，16个省级行政区公布37个省级水预算
管理试点地区；重点监控用水单位17372个，实际用
水量1960.9亿立方米。

节水产业和科技蓬勃发展。2024年发布节水领
域成熟适用水利科技成果5项；国家水权交易平台开
展水权交易11312单、交易水量13.7亿立方米；实施
合同节水管理项目687项；25个省级行政区开展“节
水贷”金融服务，发放贷款1121.3亿元；479家企业获
节水产品认证证书1233张。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国家能源
局21日发布的信息显示，6月份，全社会
用电量867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4%。

6月份，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
电量13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第
二产业用电量54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2%；第三产业用电量1758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9.0%。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2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8%。

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841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其中规模以
上工业发电量为45371亿千瓦时。分产

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676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8.7%；第二产业用电量
314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第三
产业用电量91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7093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4.9%。

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5.4%

习近平的文化足迹

“让这座美丽的古城焕发新的光彩”
《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4》发布
全国节水水平进一步提升

五邑大学广东省本科批次
普通类正式投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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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台风远离，1300多艘船舶全部有序复航。

下转A02版

台风来临前，大批外地船舶有序进入江门银洲湖、
潭江、西江等水域避风。

江门海事部门利用船舶防台风指挥管理系统，通过
“信息化+网格化”构建起全覆盖管理体系。

跑出创新“加速度”
——从科创板六年看资本市场
助力“硬科技”进阶

>>>A06<<<

市新三甲医院建设高效推进
今年年底将完成东塔楼及对应裙楼交付

>>>A04<<<

江门，湾区“水上安全锚”
——侨都江门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构筑船舶防台风基地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皇智尧 郭永乐
通讯员 陈凌宇 王慎哲

7月21日清晨，银洲湖畔微风拂过，来自
阳江的“恒泰拖1”船长顾高波正指挥船员整
装待发。经历过台风“韦帕”的考验，他望着这
片水域感慨万千：“不用自己找位置，江门提供
的精准指引就如同海上‘停车场’，这里像是一
座永不设防的海上家园，为所有需要帮助的船
只敞开怀抱。”顾高波的心声，道出了在江门避
险船舶人员的共同感受。

7月20日，台风“韦帕”登陆前，江门管辖
的银洲湖、潭江、西江等水域，整齐地锚泊着来
自市内外的1300多艘船舶，其中外地船舶占
比近八成，涵盖风电施工船、危险品船、工程
船、普通货船等多种类型。

侨都江门，正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成为大

湾区最具包容性的船舶防台风基地。

开放基因
融入防灾体系的“侨都担当”
江门的这份担当，源于深植血脉的开放基

因，更源于对区域安全的主动担当。
2021年10月，江门市委书记陈岸明在调

研海上搜救工作时强调，江门作为粤港澳大湾
区的重要节点，河海相连，水运发达，要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
念和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立足区域协同发
展大局，完善应急避险体系，努力为全省海上
防台风工作作出积极贡献。次年台风季来临
前，他进一步提出“分级分区分类”的科学防台
风理念，并承诺投入专项资金开展课题研究，
展现出主动服务区域安全的责任。

这样的指示背后，是沉甸甸的现实与需

求。
广东是我国登陆台风最多、受台风灾害影

响最重的地区。数据显示，1949年至 2023
年，登陆过我国的台风次数达669次，其中登
陆广东的就有202次。这也意味着，广东在挑
起全国经济发展大梁的同时，也承担着我国防
台风工作最大的压力。

江门地处珠江三角洲西侧，濒临南海，属
亚热带季风气候，是台风影响和登陆较频繁的
地区之一，年平均影响台风个数为4—5个。
江门拥有420公里的海岸线和420公里的海
岛岸线，内河通航里程780公里，珠江水系八
大出海口门有两个（虎跳门、崖门）在江门。

根据江门海事局的统计，每次台风影响期
间，进入江门避风的商船均超过1000艘。

然而，船舶数量多与锚地资源不足之间
的矛盾较为突出，一旦遭遇台风等恶劣天气，

若没有完善的防风避风体系，极易出现船舶
乱停乱放、碰撞等安全事故，这不仅威胁船员
生命财产安全，还可能对水域生态环境造成
破坏。

从区域协同发展角度而言，大湾区内航运
繁忙，台风等自然灾害对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
的威胁是区域内共同面临的挑战。江门构建
一批完善的船舶防风避风安全港湾，能够为市
内外船舶提供避险场所，缓解区域内其他地方
的防风压力，形成区域联动的防台风格局，助
力大湾区整体的安全稳定发展。

可见，江门十分有必要从顶层设计入手，
把“主动服务”写入防灾体系建设的核心，让侨
都的开放胸怀，转化为守护千万船舶安全的实
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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