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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存续离不开

适 宜 的 环 境 ，天 气 、气

候、水等自然环境要素

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

相关。今年 3 月 23 日是

第 六 十 一 个 世 界 气 象

日，主题为“海洋、我们

的气候和天气”，旨在帮

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

海洋、气候和天气之间

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是

为了纪念联合国海洋科

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

（2021—2030 年）实施计

划的启动，为海洋和天

气、气候等面临的生态

环 境 挑 战 寻 求 解 决 方

案，“安全海洋”、“可预

测海洋”和“透明海洋”

是 该 十 年 计 划 的 重 要

内容。

2020年11月，习近平

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利雅得峰会“守护地

球 ”主 题 边 会 上 强 调 ：

“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

园。我们要秉持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应

对气候环境领域挑战，

守护好这颗蓝色星球。”

在我们居住的这颗

蓝色星球上，海洋占据

了地球表面面积的 70%
以 上 ，包 含 了 地 球 上

97%的水，被称为“风雨

源泉”。海洋也是全球

气候和天气主要驱动力

的策源地，处于可持续

发展、气候变化和减少

灾害风险等全球发展目

标的核心地位。海洋孕

育了厄尔尼诺事件、拉

尼娜事件、台风、热带气

旋活动等不同种类的天

气气候现象，催生了地

球上破坏力极强、影响

广泛的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正是海洋内部的洋

流运动以及海陆之间的

环流存在，塑造了地球上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和复杂

多样的天气气候现象。海洋还是全球气候的“调节

器”，它通过自身能量的存储和释放，与大气进行水汽

和热能交换，使地球系统能量保持动态平衡。其中，海

洋吸收了大气中大量的二氧化碳，是气候系统最大的

碳汇。

越来越多的观测事实表明，地球今天的气候系统

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平衡之中。根据世界气象组织近

日发布的气候声明，2011—2020 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

最暖的十年，其中 2020 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暖的 3
个年份之一。2020 年全球海洋增温依旧持续，成为有

现代海洋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海洋正处于无可

争议的变暖过程之中。海洋经济是全球经济的主要驱

动力之一，海洋承载了 90%以上的世界贸易，维系着距

海岸 100 公里以内全球 40%的人类生活。在气候变化

影响日益凸显的今天，海洋和大气的相互作用已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更加精密地观测海洋、深入了解海

洋对气候的影响及洋流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

更加重要。

我国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同时也

深受海洋天气和气候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度重视海

洋气象业务发展和科学技术研究，在国家需求牵引下，

近年来初步建立了以沿岸海域为主的海洋气象观测

网，以及覆盖我国近、远海的极轨、静止气象卫星遥感

监测业务，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海洋气象观测体系，实现

了 10 公里分辨率的海洋气象网格预报业务，并利用海

洋气象信息发布站、海事电台、北斗导航系统等发布海

洋气象信息，开展了面向港口及跨洋航运、海上石油开

发、近海渔业养殖和海上捕捞等需求的专业海洋气象

服务保障。经过不懈努力，海洋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

务能力得到不断提高，厄尔尼诺事件、拉尼娜事件提前

6 个月的预测准确率达到 80%，西北太平洋台风 24 小

时路径预报误差缩小到 70 公里以内，台风定位和预报

预警技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国家气象中心已成为世

界气象组织海洋气象服务区域的专业气象中心。2019
年，我国自主研发的远洋气象导航系统全面投入应用，

为船舶出行“量身定制”各类安全、经济、合理的最优航

行线路，服务航线遍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等区域。

21 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气象服务已成为气象强

国和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时期是乘势

而上全面推进气象强国建设的第一个五年，我们将着

眼“全球监测、全球预报、全球服务”，大力发展海洋气

象事业。进一步加强海洋观测预报预警平台建设，弥

补海上观测不足，形成海基、陆基、天基、空基多种观测

资料的有效融合；增强海洋数值预报模式对海洋气象

预报的支撑；提高台风、海上大风、海雾、强对流等灾害

性天气的预报水平；加强海上风能资源精细化监测、评

估、预报和预警；继续推进远洋导航服务，全面开展客

运航线、港口作业、海上搜救、海洋牧场等气象保障，形

成业务布局与流程高效协同的海洋气象现代化新局

面，有力地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携手应对挑战，守护蓝色星球，共建绿色家园。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将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握建设海洋强

国的战略目标，提升海洋气象服务保障国家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能力，为海洋防

灾减灾救灾、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国防安全和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高质量的海洋气象服务保障，

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

愿景提供科学支撑。

（作者为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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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头飞转，水雾笼罩着青青麦苗。“大水漫

灌变成了小水喷灌，一亩地节水 30 立方米。”河

北深泽县森海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

恒亮说。

大屏幕上，信号闪烁，福建莆田百威雪津

啤酒有限公司生产线上，230 多个智能水表“紧

盯”耗水情况。“精打细算，去年节水 16 万吨。”

公司技术服务部经理刘志泉介绍。

“十三五”以来，我国用水总量基本平稳。

2019 年，全国用水总量严格控制在 6700 亿立

方米以内，与 2018 年相比全国人均综合用水量

下降 1 立方米。“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国

家节水行动，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单位

GDP 用水量下降 16%左右。水利部门坚持节

水优先，推动全社会用水方式向集约节约转

变，奋力完成“十四五”时期的节水目标。

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和强
度，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

“浇完头茬水，小麦就起身。”黄河水缓缓

流进田间，陕西合阳县富礼坊村村民车峰舒了

口气，“咱能浇上黄河水，才有底气种 200 多亩

小麦。”

黄河水让“旱疙瘩”成了“米粮川”。渭南

市东雷抽黄工程管理中心主任李焕新介绍：

“东雷抽黄工程引调黄河水，新增年节水能力

1000 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 83.7 万亩。”

2020 年水利部推进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共新

增年节水能力 18 亿立方米。

节水算“用水账”——国家用水定额体系

基本建成，节水技术和产品得到广泛运用，“十

三五”以来我国用水效率明显提升，有效保障

了高质量发展的用水安全。

“用上喷灌机，实现水肥一体化，一亩地用

水比原先减少了 30%，算上人工成本省了 150
多元，产量还增加到 1300 斤左右。”山东泗水县

志诚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宋西华今年

种了 200 多亩小麦，浇地方式一变，种粮收益

好了。

节水算“经济账”——节水实现农业增效、

工 业 减 排 。 2019 年 我 国 万 元 GDP 用 水 量 为

60.8 立方米，与 2015 年相比下降 23.8%；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38.4 立方米，与 2015 年相比

下降 27.5%；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 2015
年的 0.536 提升至 0.559。

村里一下关了 7 眼井，甘肃武威市凉州区

王景寨村村民陆权为自家 100 多亩地操碎了

心。“用上滴灌，采用干播湿出技术，每亩地少

用水 200 多立方米。”陆权眉头舒展，“以前井越

打越深，河里不见水，咱必须走节水路子。”

为了恢复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自 2006 年

以来流域内关闭机井 5000 多眼，完成田间节水

改造工程 296.98 万亩。地下水位回升，水进沙

退 ，成 功 阻 隔 巴 丹 吉 林 沙 漠 和 腾 格 里 沙 漠

合拢。

节水算“生态账”——2020 年全国制定 215
条跨省和省区重点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目标；华

北地下水超采区大力推广节水农业，京津冀浅

层地下水水位有所回升。

节水更要久久为功。“我国节水潜力还很

大。接下来，我们要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和强

度，推动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

节水降损，不断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水利部

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主任许文海介绍。

以水定城、以水定产，节
水推动高质量发展

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近年

来，水利部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

产，倒逼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

水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

以水定需，有多少水泡多少馍。

密密匝匝的管道如同“蛛网”，连起上千台

用水设备，每年有 22000 万米的色织面料、3000
万件衬衣从这里产出。“我们用好每一滴水。”

位于山东淄博的鲁泰纺织集团能源与环保部

总监于守政介绍，“我们推广节水工艺，减少水

洗次数，万元产值水耗持续降低。”

黄 河 流 域 当 前 水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率 高 达

80%，远超一般流域 40%的生态警戒线，部分地

区地下水超采严重。“严格用水定额管理，做好

节水评价，目前流域 6 省份 13 个地市黄河干流

及部分支流地表水、4 省份 62 个县级行政区地

下水超载地区暂停审批新增取水许可。”水利

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倒逼转型，助推经济提质增效。

浙江湖州吴兴区是著名童装生产基地，一

度污染严重。当地推动产业升级，配建污水处

理厂，让企业集中入园。“厂里的污水处理能力

达 2.5 万吨/天，循环使用率达 50%，算下来，相

当于每天少从河里取了 1 万多吨的水。”湖州中

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彭如初介绍。

“能退的退、能转的转、能改的改，我们加

强对重点用水大户的监测，让节水成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指挥棒’。”水利部全国节约用水办

公室节水管理处处长何兰超介绍。

开源节流，充分利用非常规水资源。

在江苏南京市溧水区，雨水等非常规水源

被充分用于绿化、冲洗等，2020 年再生水利用

率达 15.6%。在山东日照市，再生水纳入全市

水资源统一调配管理。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

门提出，2025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

水利用率要达到 25%以上。

建机制管长远，多方合力
促节水

“我们建了净化池，把原先排掉的水又利

用起来，不仅能省出 3 万多立方米水，还少缴水

资源税 4.5 万多元。”山东沂南县利富源硅砂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孟利说。

水资源税改革、水权市场化交易、完善用

水价格形成机制……市场调节，激发各行各业

节水主动性。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水资源

税改革试点推进以来，黄河流域水资源税试点

省份关停自备井 1.25 万余眼。

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浙江义乌市较为缺

水。当地把水细分为自来水、中水、非常规水

等，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分质供水。“一方面，

水务部门联合多部门建立合作协商机制，加强

监管，确保分质供水入户率 100%；另一方面，

对节水成效好的企业，给予鼓励。”义乌市水资

源管理中心负责人朱红斌介绍。

各地严控水资源开发上限。截至 2020 年，

辽宁省 83 家火电、钢铁、纺织、轻工、石化等行

业企业，单位取用水量均在限定值之下。江苏

省建立从源头到结果的全程节水监管体系。

严格治水，加强监管力度。去年水利部叫

停 118 个节水不达标项目，建立重点监控用水

单位名录。严格取用水监督管理，长江、太湖

流域取水工程整改提升完成率达 99.8%，其他

流域核查登记取水口数量超过 500 万个。

浴室墙上贴着节水宣传海报，洗漱时会尽

量用水盆接水……在江苏常熟理工学院，节水

融入师生日常点滴。“这几年，我们发动身边同

学，组织了 100 多次志愿服务，发放 1 万多份调

查问卷，宣传节水知识。”常熟理工学院商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成员孟冉介绍。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节水中。截至去年，

水利部完成第三批 350 个县区节水型社会达标

建 设 ，建 成 1790 家 节 水 机 关 、298 所 节 水 型

高校。

“充分发挥制度、市场、技术等作用，形成

政府监管、市场发力、社会参与的全面节水格

局，激发节水的内生动力。”许文海说。

“十三五”以来我国用水总量基本平稳

用水更少 效益更高 生态更好
本报记者 王 浩 李晓晴

核心阅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生态
文明建设全局，明确提出“节水
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
发力”的治水思路。各地各部门
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坚持实
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节
水成为全民行动。

3 月 22 日 是 第 二 十 九 届
“世界水日”，3 月 22—28 日是
第三十四届“中国水周”。今年，
我国纪念“世界水日”和“中国水
周”活动的宣传主题为“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水资源集约
安全利用”，旨在让全社会形成
节水惜水的良好氛围。

江西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江西

省靖安县境内，总面积 11541 公顷。有一群

青年守护着这片一望无际的林海。

“90 后”山东小伙儿陈亮亮是九岭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青山保护管理站的工作人

员，主要负责辖区内动植物科研监测、森林资

源保护和宣传教育工作。他早上 7 点出发巡

山，午饭就在山里啃几口干粮，下午 5 点左右

才能回到站里。跋山涉水是家常便饭，他一

年中大约有 150 天都在巡山护林中度过。

“在这里我们曾发现过中华秋沙鸭、猕

猴、豹猫、白鹇等动物，这让我觉得工作很有

意义。”陈亮亮说，他从小就喜欢各种野生动

植物，希望今后能成为一名动植物学家。

“忍受孤独是我们这群人的必修课。”今

年 29 岁的汤勇 2017 年进入九岭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大杞山保护管理站工作。那是保护

区最偏僻的一个站点，出行不便，他每次上山

前 都 要 购 买 可 以 维 持 两 个 星 期 生 活 的 必

需品。

汤勇告诉记者，他用大半年的时间把 3
公里的巡护路走了上百遍，采集标本，认识了

路上的常见动植物，这让他有能力参与保护

区的科研任务。

邹鸿堰在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

从事自然教育工作。她经常会带着当地孩子

到森林里开展沉浸体验式的自然科普课。

“别看他们都是大山里的孩子，但有些孩

子一放学就去刷视频、玩游戏。希望他们能

够真正亲近自然，从小培养爱护环境、尊重自

然的意识。这两年，看到孩子们能够认识身

边那么多动植物，我真的很欣慰。”邹鸿堰说。

（据新华社记者万象报道）

图①：邹鸿堰（右一）给孩子们介绍森林

里的植物。

图②：陈亮亮在攀爬巡护线路中的一处

陡坡。

新华社记者 万 象摄

图③：汤勇（前）和同事在巡护途中。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在林间
挥洒青春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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