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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五月，燃情赛事。
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

的实施，满足基层群众对体育赛
事活动的需求和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营造迎接第十五届全国
运动会的良好氛围，根据省体
育局印发的《关于举办 2024 年
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系列赛
的通知》要求，2024年广东省“百
县千镇万村系列赛”江门市级赛
日前拉开帷幕。在接下来的几
个月里，通过篮球、乒乓球、羽毛
球三类赛事的镇（街）级、县（市、
区）级及市级赛，最终将产生江
门市级赛冠军，并代表江门市参
加省级赛。

活动由江门市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主办，江门各县（市、
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江门
日报社等承办，江门市篮球协
会、乒乓球协会、羽毛球协会及
各县（市、区）篮球协会、乒乓球、
羽毛球协会等协办。随着活动
的深入开展，将不断提升群众科
学健身意识，营造全民健身浓厚
氛围，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
量发展工程”走深走实。本报将
利用报纸、直播江门 APP、微信
公众号、视频等全媒体宣传优
势，做好活动宣传，扩大赛事社
会影响力，打造“百县千镇万村”
系列赛品牌，促进体育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

5月1日，广东省“百县千镇
万村”系列赛——百县羽毛球赛
江门市江海区级赛、千镇乒乓球
赛江门市江海区级赛圆满举行，
本报特推出专题报道，敬请关
注。 （吕胜根）

江门日报讯（文/图 傅雅蓉）
5月1日，2024年广东省“百县千
镇万村”系列赛——百县羽毛球
赛江门市江海区级赛开打，来自江
海区各级村镇街的5支队伍共40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经过近8小时的鏖战，最终
外海街道一队以总分4分的全胜
战绩，获得第一名，晋级全市总
决赛。

本次比赛以积分赛的形式进
行，采用循环赛制，共有5轮。比
赛顺序为男双、女双、混双，采用
三场两胜制。赛场上，选手们纷
纷亮出看家本领，比赛高潮迭起、
扣人心弦，吸引了众多市民围观，
每打出一个好球，都能引起观众
的阵阵欢呼。

在男双比赛中，男选手在力
量和奔跑能力上更强，扣杀好球

连连，现场气氛热烈。相比男双
比赛，女双比赛虽然看上去相对
柔和，但女选手在技巧和灵活性
上更有优势，在进攻时，场上的女
队员纷纷集中力量打击对方的弱
点，更加注重战术的灵活性和配
合。混双比赛则特点更明显，主要
在于男女双方队员的配合默契，男
队员大多负责后场进攻，女队员则
负责前场防守和网前截击。

赛后，外海街道一队队长马
超炯认为，能够夺冠是所有队员
一起努力的结果。

“对手实力都非常强，没想到
江海区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球
友。通过比赛，我们不少配合方
面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接下
来，我们将组织队员加强配合训
练，争取在市级比赛中取得好成
绩。”马超炯说。

江门日报讯 （文/图 李银换
吕胜根） 5月 1日，2024年广东省

“百县千镇万村”系列赛——千镇乒
乓球赛江门市江海区级赛在江门演
艺中心侨都大剧院进行，来自江海
区各街道的49名乒乓球爱好者展
开激烈角逐。经过9小时的多场精
彩比拼，最终，礼乐一队夺得第一
名，晋级全市总决赛。

根据规则，49名选手分成9组进
行比拼，每一轮由混合双打、13岁以
下单打、男单、女单、双打五场比赛组
成。比赛中，参赛选手们个个精神饱
满、斗志昂扬，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绝
伦的比赛，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
声和喝彩声，场面十分火爆。

礼乐街道二队的周玉珊是本次
比赛中年纪最小的参赛选手，年仅
10岁的她表示，自己学习打乒乓球
已有2年多，这次参赛让她学到了很
多东西，今后将加强训练，争取不断

提高竞赛水平。
江南街道三队的邓乐平今年69

岁，是本次比赛中年纪最大的参赛
选手，他帮助队伍获得了优胜奖。
他表示，自己从中学开始就打乒乓
球，如今每周都会和朋友在江南广
场打上几回。“能参加这次区级乒乓
球赛，我很高兴，今后我还会继续打
下去。”邓乐平说。

决赛中，礼乐一队以总比分4：1
战胜外海一队，夺得冠军。该队队
员刘婉怡表示，为了备战这次比赛，
队伍赛前每天都进行训练。功夫不
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决赛中击败
强劲对手夺冠。接下来，他们将加
强训练，争取在全市总决赛中取得
好成绩。

“直播江门”APP对比赛进行了
现场直播，同时还邀请了专业人员
对比赛进行现场解说，共吸引7万多
人次在线观看。

百县羽毛球赛江门市江海区级赛、千镇乒乓球赛江门市江海区级赛圆满举行

谁“羽”争锋 爱“乒”会赢
编者按

百县羽毛球赛江门市江海区级赛：

外海街道一队获得冠军
千镇乒乓球赛江门市江海区级赛：

礼乐一队夺得第一名

羽毛球赛比赛现场羽毛球赛比赛现场。。
乒乓球赛比赛现场乒乓球赛比赛现场。。

羽毛球赛获奖选手合影。

乒乓球赛获奖选手合影。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为完善
政府采购支持科技创新制度，更好支
持应用科技创新，财政部日前制定出
台了《政府采购合作创新采购方式管
理暂行办法》。在合作创新采购方式
下，采购人可以邀请供应商合作研
发，共担研发风险，并按研发合同约
定的数量或者金额购买研发成功的
创新产品。

据了解，合作创新采购方式分为
订购和首购两个阶段。订购是指采
购人提出研发目标，与供应商合作研
发创新产品并共担研发风险的活
动。首购是指采购人对于研发成功
的创新产品，按照研发合同约定采购
一定数量或者一定金额相应产品的
活动。

办法明确，采购项目符合国家科
技和相关产业发展规划，有利于落实

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任务，并且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采用合作创新采
购方式采购：一是市场现有产品或者
技术不能满足要求，需要进行技术突
破的；二是以研发创新产品为基础，形
成新范式或者新的解决方案，能够显
著改善功能性能，明显提高绩效的；三
是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合作创新采购，指的是对于目
前市场上没有的、需要研发的创新产
品，由采购单位从研发环节提前介
入，先购买研发服务，再购买研发产
品。”财政部国库司司长李先忠此前
介绍，这种新的采购方式特点可以概
括为“两给两共”：既对供应商的研发
成本“给补偿”，又以承诺购买一定量
创新产品的方式“给订单”，通过“共
同分担研发风险”“共同开拓初始市
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据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中国残
联获悉，2023年全国城乡新增残疾人
就业54.4万人，其中，城镇新增就业
15.2万人，农村新增就业39.2万人；全
国城乡实名培训残疾人46.1万人。

据了解，2023年，全国城乡持证
残疾人就业人数为906.1万人，其中
按比例就业89.0万人，集中就业24.6
万人，个体就业62.8万人，公益性岗
位就业17.8万人，辅助性就业15.8万

人，灵活就业273.0万人，从事农业种
养加423.1万人。

此外，2023年，各地开展农村困
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为25.9万人
次残疾人赋能。全国3219个残疾人
就业帮扶基地共安置4.0万残疾人就
业，带动7.4万户残疾人家庭增收。
全国共培训盲人保健按摩人员
11393人次、盲人医疗按摩人员9970
人次。

2023年全国城乡
新增残疾人就业54.4万人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记者从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1日，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69.3万人次，创单
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5月2日，全国
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00万人次，计划加
开旅客列车1094列。

五一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铁路
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截至2日8时，5月
2日，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武
汉、深圳、西安、南京、郑州等热点旅游城
市和北京至上海、西安至成都、广州至南
宁、北京至呼和浩特、北京至太原、长沙

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各地铁路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强化

服务保障，努力让旅客假期出行体验更
美好。国铁北京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
车194列，主要开往上海、太原、沈阳、青
岛、西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张家

口、承德等方向；国铁太原局集团公司大
同南站为到站旅客提供景点推介、线路
规划、美食介绍等服务；国铁济南局集团
公司开行泰安、兖州、枣庄等地通达山东
半岛旅游圈的文旅专线列车，方便旅客
领略“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文化。

5月1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69.3万人次

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记者从国
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
厅、国家数据局综合司近日印发《数字经
济2024年工作要点》，从9方面对2024
年数字经济重点工作作出部署。

国家数据局有关负责人介绍，9方

面工作主要包括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
础设施、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深入
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动数字
技术创新突破、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
平、推动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全面
筑牢数字安全屏障、主动拓展数字经

济国际合作、加强跨部门协同联动等
内容。

国家数据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围
绕基础制度、重大设施、技术创新、产业
发展、转型赋能、安全治理、国际合作等
重点领域多向发力，强化统筹协调、形

成政策合力，夯实数字经济基础支撑，
加快改革破局，拓展新赛道，深化赋能
增效，释放数字红利，优化发展环境，
加快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以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高
质量发展。

聚焦9方面

数字经济重点工作来了

5月2日，来自海内外的千余对双胞胎、多胞胎相
聚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参加双胞胎风情
巡游活动。

5月1日至5日，第十八届墨江北回归线国际双胞
胎节暨哈尼太阳节在当地举行。

右图为双胞胎和多胞胎们在云南墨江月亮广场合
影。

上图为双胞胎们在巡游活动中。 新华社发

中外千余对双胞胎相聚云南墨江

支持科技创新

政府采购出台“新”方式

据新华社电 记者5月2日从中国
海油获悉，我国首个自营勘探开发的
1500米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持续高
产稳产，累计生产天然气突破80亿立
方米，生产凝析油超80万立方米。

“深海一号”大气田位于海南岛
东南海域，探明天然气储量超千亿立
方米，最大水深超过1500米，最大井
深达4000米以上。该气田于2021
年6月25日正式投产，运营我国自主
设计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
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深海一
号”能源站。

据介绍，中国海油“深海一号”大

气田海上作业团队已探索建立起一套
深水气田生产运维完整技术体系，解
决了深水水下流动性保障等多项对气
田安全稳定生产存在影响的行业难
题，推动气田在投产当年达到设计产
能高峰并一直保持良好运行状态，完
成半潜式平台遥控生产改造并搭建数
字孪生模型，推动智能化数字化技术
在深水油气开发领域深度应用。

据悉，“深海一号”二期工程正加
紧建设。“深海一号”能源站将根据二
期工程建设需求开展升级改造，新增
控制单元、脐带缆接入设备和化学药
剂注入装置等设备设施。

“深海一号”大气田累计
生产天然气突破80亿立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