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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广东江门供电局：

千帆追“鲜”电力护航
8月 16日 12时，一

艘艘渔船旗帜飘扬从江

门台山市广海渔港竞相

逐浪出发，标志着为期三

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

期正式结束，新一轮耕海

牧渔征程开启。

“满格”电力助力开

渔满航。对此，南方电网

广东江门台山供电局提

前部署，落实各项供电措

施，为渔民出海捕鱼夯实

电力保障。
助力渔获“保鲜”

开渔前，江门台山供电局组织人员开展红外测温和负
荷监测，及时消除缺陷和隐患。

江门台山供电局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协助海产品加工、
海鲜市场等用户检查用电设备。

文/图 张浩洋 郑茵茵 叶慧雯

贴心服务
8月16日一早，大大小小的渔船在

台山市广海镇烽火角码头整装待发，做
好出海前的准备。岸边的保障也同样忙
碌起来，制冰厂正加足马力生产，为渔民
提供出海捕捞必备的冰块以及海产品上
岸后的速冻、冷藏服务。

江门台山供电局广海供电所党员服
务队早早到码头附近的制冰厂上门走
访，了解用户制冰用电情况。“开渔后，正

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我们一天生产
800条冰块，最近每天一早就为渔船放
冰，我们对制冷的需求激增，基本24小时
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供应。”制冰厂负责
人陈建醒说。

据介绍，开渔期后，正是海鲜销售旺
季和冷冻用电高峰期。为保障冷冻储存、
海产品加工、销售企业、海鲜市场的用电
需求，连日来，江门台山供电局广海供电

所党员服务队主动上门，协助用户检查用
电设备，了解用户的用电需求，为“开渔”
后海产品加工冷藏、销售提供充足的电力
保障，护航渔获“鲜”上百姓餐桌。

“7月以来，我们全面特巡周边所涉
及的中低压线路，定期组织开展红外测
温和负荷监测，及时消除缺陷和隐患，保
证线路和设备安全稳定运行。”江门台山
供电局广海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华彬说。

随着开渔季的到来，广海渔港一
片繁忙景象。

渔港附近的广海镇鲲鹏村，是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一站。
该村是江门市最大的纯渔业村，同
时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首批
典型培育村名单。随着开渔季的
到来，这条古老的渔村又开始热闹
起来。

在奋战“百千万工程”中，鲲鹏村
深入挖掘资源，推进村容村貌建设。
如今，村居环境变美了，交通便利了，
昔日的小渔村摇身变为游客驻足赏
玩的“打卡”地。

据介绍，为配合当地美丽渔村建
设，2022年以来，江门台山供电局不
断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提升供电质
量，配合政府开展“三清三拆三整
治”、美化人居环境等工作，重点解决
广海圩镇及渔人码头等用电问题，在
当地新增配电变压器4台，改造10千
伏线路1条、0.4千伏及以下低压线
路42.6千米。“今年，我们还计划对鲲
鹏村的低压线路进行改造，助力渔业
产业优化升级，让古老的渔村重新焕
发新活力。”江门台山供电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
距离鲲鹏村不远处，广海镇渔获

物集散中心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
中。据了解，广海镇渔获物集散中心
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是目前广东
省内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水产集散
交易中心，集水产品交易、餐饮、手信
街（海味干货）、海上安全指挥中心等
功能于一体。该中心负责人说：“我
们项目计划于 2024 年 10 月前完
工，目前供电部门顺利送电了，为我
们项目冲刺投产提供了强大的电力
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为赋能重大项
目“加速跑”，江门台山供电局立项

“台山市鲲鹏海洋发展有限公司业
扩配套工程”，可满足广海镇渔获集
散中心项目2400千伏安用电负荷
需求。

江门台山供电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将持续做好渔业生产相
关供电设备的巡视检查，提升对渔港
码头、海鲜商铺、海产品加工相关企
业电力服务水平，密切关注开渔季期
间的用电需求，为当地渔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充足的电力支撑。

新华社“深海一号”8月18日电 深
海的奥秘，正变得不再遥不可及。船时
8月18日13时许（北京时间11时许），
深蓝色的西太平洋海面上，“蛟龙号”搭
载科学家许学伟、潜航员齐海滨和张奕
完成航次首潜，这是我国自主设计、自主
集成的首台7000米级大深度载人潜水
器“蛟龙号”的第300次下潜。

金黄的海星、长着黑色珊瑚的海绵、
藤蔓橙黄的冷水珊瑚……这次下潜，“蛟
龙号”带回了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深海

“礼物”。
据2024西太平洋国际航次首席科

学家、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副主任许
学伟介绍，今天的下潜在西太平洋海域
一座尚未正式命名的海山进行，主要任
务是观察及拍摄海山山坡到山顶的海底
生物分布，采集生物、水体、地质样品和
环境参数数据，并全面测试潜水器的各
项功能。

船时6时许，深海之旅即将开启。
作业区天气晴朗，潜航人员和技术

保障团队各就各位。按照平板电脑上的
标准化作业流程，工程师们对“蛟龙号”
各系统的100多个检查项逐项检查。一
系列准备工作就绪后，工程师刘坤关上
了“蛟龙号”的舱盖。

船时7时，“蛟龙号”准时入海。
“蛟龙号”从“深海一号”船后甲板推

出，并被绞车牵引布放至海面，一眨眼的
功夫，便随涌浪漂到远处。

“现在‘蛟龙号’正在注水，100秒后
它就会开始下沉。”顺着潜次总指挥傅文
韬手指的方向，“蛟龙号”于船时7时18
分从水面消失，慢慢沉入海底。

记者紧张又兴奋地注视着眼前的海
面，但对于已转入业务化运行阶段的“蛟龙
号”，一切都是队员们再熟悉不过的日常。

6个多小时后，“蛟龙号”出海。
深蓝的海面激起白色的浪花，“蛟龙

号”于船时13时5分返回海面，带回了
4K摄像机拍摄的高清视频，以及通过虹
吸取样器、生物网兜、微生物原位富集装
置等“三头六臂”带回的一系列样品。

还没等“蛟龙号”在后甲板完全停

稳，来自墨西哥的科学家埃里卡便凑上
前。她惊喜地发现，海绵上竟有共生的
黑色和紫色珊瑚！她拿来装有冰块的样
品箱，小心翼翼地将样品转移到船上的
生物实验室。

在另一侧的潜器监控中心，科学家
们早早守候在这里，“蛟龙号”从深海拍
摄的画面被展示在大屏幕上。

2000米的深海宁静而漆黑，“蛟龙号”
发出的一束光照亮前方的海底，顺着光照
的方向，不时有白色的颗粒匆匆划过。

“海底微生物无法通过肉眼看到，但
它们与漂浮在海水中的微小颗粒物聚
集，形成颗粒般的‘海洋雪’，它们也是海
山生物的主要食物来源。”许学伟说。

透过“蛟龙号”的“双眼”，绚烂多彩的
深海生物在海山山脊浮现。海葵、冷水珊

瑚、海绵缓缓漂荡，海星、海参、海百合等
时隐时现，共同组成神秘的“深海花园”。

时间推移，“蛟龙号”来到海山山
顶。中外科学家指着屏幕，一起辨认出
现在山脚和山顶的岩石。“这两块岩石都
有黑色的金属结皮，结皮包裹的应该是
钙质沉积物，我们会带回实验室进一步
分析。”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陈旭光说。

意犹未尽时，“蛟龙号”结束今天的
深海之旅。作为以验证潜水器功能为主
的工程潜次，这一潜次会比后续的科学
潜次时间略短一些。

“这座尚未命名的海山今天迎来首
批‘访客’，有幸成为‘访客’一员，难掩激
动心情。”许学伟说。

自2009年8月首次在长江江面完
成下潜测试，2012年7月在西太平洋马

里亚纳海沟完成7000米级海试，2017
年进行全面技术升级，今年上半年首探
大西洋并创下“九天九潜”新纪录，如今
顺利完成第300次下潜……“蛟龙号”已
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海底留下足
迹，彰显中国深潜的实力，实现“可上九
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夙愿。

“经过15年的攻坚探索，我们已形
成一套成熟的‘蛟龙号’作业模式和安全
保障制度体系，培养出一批专业的潜航
员与技术保障队伍保驾护航。”“蛟龙号”
潜航员齐海滨说。

在接下来的30余天，“蛟龙号”还将
进行17次下潜作业，搭载中外科学家前
往深海探索，共同推动深海生物多样性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期待“蛟龙号”能解
锁更多未知的深海奥秘。

新华社南宁8月18日电 8月17日
凌晨，满载着货物的中越快速通关班列
（以下简称“中越班列”）从广西南宁国际
铁路港发车，当日下午抵达越南安员站。

这趟2017年开通的跨境集装箱班
列，从始发每月开行不足5列开始规模
逐步扩大，并于今年前7个月3次刷新单
月发运量：3月首次突破500标箱，4月
1622标箱，7月1922标箱、超过一季度
发运量总和。

“我从事铁路跨境贸易5年，感觉今
年中越经贸往来更加活跃。”广西邦达天
原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物流总监杨波介
绍，公司从南宁国际铁路港发往越南的

集装箱班列同比增长了10倍。
记者了解到，铁塔、钢材等新货源，

叠加热带水果等季节性货源，使得今年
中越班列格外繁忙。“高峰时一天可以开
3列。”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
宁铁路物流中心南宁南营业部副经理张
君说。

中越班列何以跑出“加速度”？南宁
市商务局介绍，这离不开中越经贸合作
持续深化的大背景，更离不开中国南宁
—越南河内跨境物流快速通道建设工作
专班的努力和取得的实效。

2023年4月专班成立以来，全面统筹
推进通道规划建设，出台了中越班列常态

化开行实施方案，采取有力有效举措，推
动班列实现了每周二、四、六常态化开行。

压缩运输时效。2023年湘桂铁路
南宁至凭祥段提速改造完成，中越国际
铁路大通道列车运行时速提高到90公
里。今年1月国铁南宁局与越南铁路总
公司合作确定了中越班列全程时刻表。

“原来我们出口聚氯乙烯到越南是走海
运，现在走中越班列能节省3至5天。”中
外运广西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朱世强说。

提升通关效率。记者在南宁南营业
部看到，在列车开展编组的时间段，工作
人员同时为客户办理报关、查验和转关
等手续，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

放行，避免了货主在南宁和中越边境的
凭祥之间两头跑。

优化枢纽功能。深化“两港一区”
（南宁国际铁路港、南宁国际空港、南宁
综合保税区）集成联动，促进空港、铁路
港、保税区政策协调、功能互补、监管协
同，引导更多跨境货物在南宁国际铁路
港集散、集拼。

今年国铁南宁局还组织开行广州—
南宁—越南“铁路+铁路”接续班列，为粤
港澳大湾区货物出口越南开辟新的跨境
物流通道。如今，中越班列集货地已覆盖
广西区内外20多个地市，跨境货物运输
覆盖越南、老挝、泰国等多个东盟国家。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记者
18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8月17日至
18日，交通运输部所属福建海事局、
东海救助局共同实施2024年台湾海
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

本次行动由“海巡 06”“海巡
0802”“东海救 115”三艘公务船艇
组成的巡航编队共同执行，历时
30.5小时，巡航总里程413海里，主
要任务包括开展台湾海峡相关水域
巡航，对福建沿海航路、锚地、海上

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
示区、交通密集区、事故多发区、台
湾浅滩等水域开展巡查，查处各类
海上交通违法违章行为，维护通航
秩序；巡查台湾海峡中部海域航路，
实施交通组织和管控，点验过往船
舶，现场检验海上应急搜救预案落
实情况；巡查巡检台湾海峡内助航
设备，现场核查船舶标识码信息，测
试陆海通信传输能力，维护水上无
线电通信秩序。

7个月3次刷新纪录

中越班列跑出“加速度”

新华社天津8月18日电 今年
首个“超级月亮”将于8月20日凌晨
现身夜空，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于
19日傍晚起仰望天空，欣赏这轮“胖
月亮”。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
家修立鹏介绍，月球绕地球运转的轨
道是个椭圆形，月球有时离地球近，
有时离地球远，离地球最近点称为近
地点，反之称为远地点。从天文学的
角度来讲，“超级月亮”可以简单称为

“近地点满月”，即满月正好出现在近
地点附近，此时，月亮看起来特别
大。本次“超级月亮”，满月时刻出现
在20日2时26分，月球过近地点时
刻出现在21日13时。

“超级月亮”并不是罕见天象，一
年少则一两次，多则三四次。“今年就

有四次‘超级月亮’且依次出现，接下
来的三次分别出现在9月18日、10
月17日和11月16日。其中，9月18
日的这次‘超级月亮’是本年度最大
的一轮满月。”修立鹏说。

如何欣赏今年首个“超级月
亮”？“由于满月时间发生在凌晨，感
兴趣的公众可于19日傍晚进行观
测。此时月亮刚刚从东方升起，由于
有地面参照物，肉眼会感觉比较大，
且满月的颜色略微有些偏红；当月亮
上升到一定高度时，肉眼就难以分辨
这种差距了，月亮的颜色也会逐渐变
成白色或白黄色。欣赏满月不需要
专业的天文设备，就如同欣赏流星雨
一样，裸眼即可。当然，如果使用小
型天文望远镜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到
月面上或明或暗的细节。”修立鹏说。

今年首个“超级月亮”明日凌晨现身夜空

新华社拉萨8月18日电 第二
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成果
发布会18日在西藏召开。来自中国
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国气象
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
单位的科研专家相聚拉萨，集中发
布本次科考十大任务七年来的重要
成果。

科考发现，作为亚洲水塔的青藏
高原正在变暖、变湿、变绿。过去15
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呈现整体趋好
态势，其中优良等级草地和森林面积
比例分别提高了6%和12%；水源涵
养、土壤保持和防风固沙服务功能分
别提升了1%、2%和70%，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逐渐提升。同时，青藏高原

每年碳盈余超过6500万吨，也为全
国实现碳中和作出了贡献。

青藏高原逐渐变绿的同时，因气
候暖湿化导致亚洲水塔失衡，也带来
一些隐忧。科考发现，亚洲水塔预计
在本世纪将进入超暖湿阶段，在本世
纪末部分地区冰川物质损失将超过
一半，湖泊水体上涨超过10米，亚洲
水塔整体供水能力增强，需要实施更
有效的水资源可持续管理措施。

据介绍，7年来，科考人员已发现
超过3000个新物种，重新发现了一
批被认为已经灭绝或多年未见的物
种。科考还提出青藏高原最早的人
类活动可能出现在19万年前，为人
类活动适应青藏高原提供了新证据。

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显示：

过去15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整体趋好

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
2024年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

彰显中国深潜实力

“蛟龙号”第300次下潜顺利完成

8月18日，“蛟龙号”在西太平洋海域完成下潜出水。新华社发

近年来，我市摩托车企业抢抓拉
美、非洲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需求
增长的机遇，紧跟市场对大排量、高
品质、智能化和个性化摩托车产品需
求不断增加的步伐，打造自主品牌，
积极开拓市场，取得明显成效。

大冶摩托历来坚持自主创新，创
新力的“稳定续航”，是大冶摩托20多
年来开拓向前的“密钥”——拥有一套
自己的设计体系和设计风格，每年都
有数款新产品上市，为企业带来充足
的订单。第135届广交会上，大冶摩
托制造的升仕ZT703—F型摩托车更
是搭配了中国首台自研自制摩托车三
缸发动机、是中国首例大量应用镁合

金轻量化材料的摩托车，动力达到了
惊人的100匹，百米加速仅需3.28秒。

珠峰摩托在生产车间的不远处
便设置了发动机检测间和精密测量
室，并设有风沙强度检测等创新研发
中心，可根据客户所在的市场特点进
行实况模拟。当前，珠峰摩托正在积
极筹备一系列新项目和新产品的开
发工作，这些项目和产品将更加注重
环保、节能和智能化等方面的需求，
以满足市场的新期待。

可以预见，从“产品出口”向“品
牌出口”的转变，将使我市摩托车产
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书
写“江门制造”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