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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张浩洋
通讯员/罗霭靖）近日，《2023年江门市
水资源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正式发
布。《公报》显示，2023年全市平均降雨量
较上年减少15.3%，较常年增加5.8%，降
雨主要集中在6月、7月和9月，属于平水
年份。

据了解，2023年全市地表水资源
量、地下水资源量、水资源总量分别为
140.76 亿立方米、27.36 亿立方米、
141.09 亿 立 方 米 ，均 较 上 年 减 少
11.2%。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为
96534.8 万立方米，与上年相比减少
6885.6万立方米，降幅为9.6%。

《公报》显示，2023年全市用水总量
为26.0029亿立方米（不包括电厂海水
利用量 81.7043 亿立方米），较上年减少
1963万立方米。与上年相比，耕地灌溉
和林牧渔畜用水量有所减少，工业、城乡
公共、农村居民生活、城镇居民生活、河
湖补水和城乡环境用水量有所增加。

《公报》显示，2023年全市人均综合
用水量539立方米，全市万元GDP用水
量65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0
立方米，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193
升/日，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 142
升/日，耕地实灌亩均用水量688立方
米，与2022年相比，城镇居民人均生活
用水量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有所
增加，人均综合用水量、万元GDP用水
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耕地实灌亩
均用水量均有所减少。

2023年全市用水消耗量10.9293亿
立方米，占用水总量的42.0%。其中，全市

农业耗水量7.9601亿立方米，占耗水总量
的72.8%，工业耗水量、城乡公共耗水量、
居民生活耗水量、生态环境耗水量分别占
耗水总量的6.5%、5.8%、9.4%、5.5%。

从《公报》可以看出，我市节水型社
会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2023年，全
市启动实施411宗水利工程项目，完成
年度水利投资43.83亿元，年度水利投
资再创新高，同比增加5.4%，落实专项
债金额16.6亿元，水利补短板力度进一
步加大。

《公报》显示，去年全市取水许可管
理工作持续加强，全市新发取水许可证
49宗，延续取水许可证91宗，变更取水

许可证42宗。2023年底全市保有河道
外有效取水许可证 649 套，许可水量
25.84亿立方米。2023年全市共征收水
资源费1.06亿元（不包括省水利厅负责
征收部分）。

从《公报》可以看出，我市河湖长制
工作新经验新亮点不断涌现，水治理能
力稳步提升。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
万里碧道375公里，连续第五年获得省
河湖长制考核“优秀”，“碧道+”幸福河
湖建设经验做法入选全国典型案例汇
编，成功入选省全域水经济试点；鹤山市
河长制工作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沙坪
河碧道节点“清泉如许”湿地入选全省首

批小微湿地示范点，新会区小鸟天堂、开
平市孔雀湖两个国家湿地公园入选省级
重要湿地名录。2018年以来，全市优良
水体数量同比上升36.5%，达标水体数
量同比上升39.3%。

此外，我市深入推进“江门市智慧水
利平台”“潭江流域综合预报调度系统”

“东部城区水系智慧调度系统”建设，逐
步形成“一个平台两个调度系统”，提升
全市水安全保障和水资源、水生态均衡
发展水平；全年累计有效防御13轮明显
降雨过程，2023年末水库总蓄水量较去
年同期减少5900万立方米，可用水量较
去年同期偏少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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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青岛7月28日电 海洋考
卷，常答常新。

今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山东时指出，要发挥海洋资源丰富的得
天独厚优势，经略海洋、向海图强，打造
世界级海洋港口群，打造现代海洋经济
发展高地。

从鱼盐之利、舟楫之便，到向海要粮、
向海问药，青岛依托鲜明的海洋优势和特
色，持续兴海济民，不断借助科技创新激
发海洋产业潜力与活力，加快培育发展海
洋领域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
系，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探海，做海洋科技创新的
“策源地”

将一枚圆柱形的“黑匣子”投入海
中，通过传感器监测海水的总磷、总氮数
据，就可以为控制藻类植物生长、治理海
洋污染“对症开方”。

这个“黑匣子”，是山东省科学院海
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的新成果——海水总
磷总氮原位分析仪。经过多年的科创研
发，这一海洋监测领域的重要仪器已实
现国产化。

“海洋监测装备研发涉及声、光、电
磁、生化等学科，是一个多学科交叉、多
技术领域协同攻关的过程。我们能够取

得当前成果，有赖于青岛当地扎实的科
技创新资源。”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
表研究所党委书记孙继昌说。

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
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是关键。

“青岛拥有全国唯一的海洋领域的
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还有中国海洋
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等涉海科
研机构 50余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6
个，全职涉海院士23人，全市海洋人才
总量达37.65万人，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科创力量支撑。”青岛
市海洋发展局总工程师张惠珺介绍。

紧紧抓住科技创新优势，探索广阔
海洋蕴藏的丰富资源，青岛一系列科创
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自主创新研发的抗乙型肝炎病
毒药物（LY102）已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
准 ，抗 肿 瘤 新 药 海 藻 倍 他 葡 聚 糖
（BG136）已完成临床一期试验，有望成
为新一种海洋创新药物；

——率先研发选育“壬海1号”“海
兴农2号”“海兴农3号”等南美白对虾新
品种，此类海虾种源依赖进口的状况大
大改善；

——研发出网衣清洗机器人，可对
深海养殖网箱、网衣的状态进行监控
和维护，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深海养

殖平台的养护难、排障难、作业风险高
等问题。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青岛正推动海
洋科学及相关产业迈向高端，进军深
海。在众多优质科技创新平台和资源的
加持下，这座海滨城市的整体海洋产业
结构也正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向
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变，由低技术
含量、低附加值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
转变，快速形成海洋发展新优势。

兴海，做蓝色引擎轰鸣的
“主阵地”

从百多年前的渔村渔港，到如今千
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向海图强的青岛
正不断加强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资源
的协同，一大批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效益，海洋产业蓝色引擎持续轰鸣。

位于青岛城阳区的逢时科技透明工
厂，生产线有条不紊地运转。通过对海
洋磷脂在分子层面的探索和更新改良提
纯方式，该公司磷虾油产品的生产工艺、
技术水平显著提升，开辟了南极磷虾高
值利用新路径。

逢时（青岛）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首席
技术官李一飞说，企业还与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等单位合作，
组建创新联合体，如国家级南极磷虾超

前研发质量与检测中心、慢病医学营养
研究中心等，通过联合研发推动南极磷
虾产业不断迈向价值链高端。

从以海藻为基础研发的医用敷料、
生物肥料，到自主研发的压载水处理系
统，再到具有海洋特色的“蓝色药库”，越
来越多企业将科研成果深度转化，为海
洋产业注入动能。

2021年至今，青岛累计立项支持关
键技术攻关项目84项，各级科研经费支
持近25亿元，促进科技成果就地交易、
转化和应用。

青岛市科技局海洋科技处处长李德
强说，2023年全市涉海技术合同成交额
达到69.35亿元，同比增长70%，涉海高
新技术企业增至 638 家，同比增长
27.1%。

重大项目也成为青岛打造现代海洋
经济的有力引擎之一。2022年5月交付
运营的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
船“国信1号”，截至目前累计收获2600
余吨大黄鱼，15万吨级大型养殖工船

“国信2号”也正加紧建造；圆筒型浮式
生产储卸油装置“海葵一号”日前在青岛
完工交付，我国深水油气装备自主设计
建造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扬帆向海天地宽
——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的青岛启示

江门日报讯（记者/皇智尧 通
讯员/江应宣）记者日前从市应急管理
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生产安全事
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55.21%、26.23%，道路运输事故起数
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63.95%和
39.22%，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今年，我市锚定“2024年事故数
压减30%”的目标谋划推进治本攻坚

“十大行动”30项具体措施，突出加
强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教育培训、从
业人员安全技能培训和重大事故隐
患动态排查清零，在“人防、技防、工
程防、管理防”多维度下功夫，促进企
业精细化管理、高质量发展，全面提
升本质安全水平。

其中，6月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市
邀请生产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政策解读、安全风险防
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重点行业领
域管理等内容，在全市重点企业开展
专家送训进企业活动，全市共组织开
展企业负责人讲安全和专家送训进

企业活动779场，参与21993人次，
活动覆盖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
通运输、工贸行业、特种设备等多个
行业领域，进一步提高了企业职工安
全意识和安全素质。

去年，我市按照上级统一部署要
求，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
整治2023行动，全年重大事故隐患
排 查 数（3347 宗）、隐 患 整 改 率
（97.8%）、挂牌督办率（17.56%）等重
点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行动取得扎
实成效。今年，我市制定出台了《江
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
施方案（2024—2026年）》，进一步承
接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
行动成果，部署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判
定标准学习深化和重大事故隐患动
态清零行动，按照计划，2024年底
前，我市要基本消除2023年及以前
排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存量。

接下来，我市还将继续深入开展
安全宣传“五进”活动，加强各级、各
安委会成员单位之间的协作联动，努
力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以
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今年上半年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生产安全事故起数
同比下降55.21%

我市2023年“水账”出炉

节水型社会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 新华社昆明7月28日电 为期
6天的第八届中国—南亚博览会28
日在云南昆明落下帷幕。第八届南
博会执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本届南博会期间共促成投资合作总
金额超100亿元，截至27日累计签
署内外贸合同金额超80亿元，线上
线下累计销售额超5亿元。

第八届南博会执委会副主任、
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杨沐说，本届南
博会深化拓展“综合展、专业办”模
式，首次设立的贸易无忧平台受到
企业“热捧”，截至 27 日已为 500
多家中外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举办
外资企业政企沟通圆桌会、边民互

市贸易进口产品推介对接会等 7
场活动，让更多的“展品”变为“商
品”。

据了解，本届南博会与南亚国
家开展务实合作，将南亚馆增设至
2个、展位数由480个增至776个，
南亚各国官方机构共组织超 400
家企业参展。巴基斯坦、尼泊尔、
斯里兰卡等国家的手工地毯、红茶
等特色商品广受欢迎，实现“一个
展会买遍南亚”。截至27日，南亚
馆累计现场成交额超500万元。

本届南博会有82个国家、地区
和国际组织参会，参展企业达2000
多家，其中近一半是境外企业。

第八届南博会促成投资合作
总金额超100亿元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退伍
军人在自主择业后，找到一条适合的
路子，为国家继续作出贡献，很有意
义。”

2024年3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
代表团审议时同基层代表的亲切交
流，引发广大退役军人的强烈共鸣。

习近平总书记对退役军人的关
心关爱跨越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

户，温暖老兵心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退役军人
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
部署、亲自推动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
障机构，亲自决策实施一系列重大战
略部署，亲自推动解决退役军人事务
领域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新时代退
役军人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新时代退役军人各项工作
阔步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领航掌舵，为退役军人
工作指明方向

2015年11月24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

“在国家层面加强对退役军人管理保
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服务保障体
系和相关政策制度。”

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
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布——

“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
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掷地有声，振奋人心！
2018年4月16日，退役军人事

务部挂牌成立，退役军人工作进入发
展快车道。

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
家事业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
于加强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保障，激励
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聪
明才智，激发广大官兵昂扬士气，吸
引优秀人才投身国防和军队建设，汇
聚实现强军梦、强国梦的磅礴力量，
具有重大深远意义。

这温暖的瞬间，展现习近平总书
记对老兵的深厚情感——

2019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
记会见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全体
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勉励
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开创
我国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

看到94岁的老英雄张富清，习近
平总书记俯下身，双手紧握住老人的
手，同他亲切交谈并致以诚挚问候。

这深情的回信，传递习近平总书
记对退役军人的无限牵挂——

2020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习近
平总书记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
养院全体同志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
的问候。

2021年2月18日，习近平总书
记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百
岁老战士们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问
候和美好祝福。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退役军人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
述，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退役军人工
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
重要指示，围绕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
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
重的人，退役军人工作不断开拓新局
面，发生历史性变革。

——组织管理体系不断健全。成
立一年内，3200多个县级以上退役军
人事务行政机构全部组建到位。目
前，全国建成六级服务中心（站）60余
万个，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近百万名，
在基层实践中拓展和延伸建强了一批

“红色退役军人服务站”。转隶、接收、
成立近4000个事业单位和1000余家
社会组织，形成了党领导下行政机构、
服务体系、社会力量“三驾马车”同向
发力的工作格局。

——工作运行体系不断完善。
建立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清单、军
队人员派驻、部门专题会商等运行机
制，健全思政引领、移交安置、创业就
业、双拥共建、英烈褒扬、矛盾化解等
重点工作协调机制，军地协同、部门
配合、上下联动、合力共为的工作运
行机制高效运转。健全完善综合督
查机制，建立督办工作台账，组织开
展实地督查，督促推动党中央关于退
役军人工作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政策制度体系不断加强。
202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
军人保障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
一部关于退役军人的专门法律，后续
出台了上百项配套政策，为新时代退
役军人工作提供了全面的法律依据，
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谱写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时隔16年，谢瑜为中国队再夺男子10米气手枪奥运金牌

“过程很艰难，结果很甜”
15岁女孩杨思琪完成中国冲浪奥运首秀

“我不害怕这里的浪”
湖南局地降雨量创下纪录
衡阳南岳区突发山体滑坡已致15人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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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瑜在
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2023年，我市启动实施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图为改造后的台山大隆洞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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