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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 29 日是第十九个全国测绘法宣传

日。2022 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

传活动周主场活动 29 日在京举行，今年活动周

的主题为“规范使用地图，一点都不能错”。

活动现场发布了 2022 年版标准地图和参

考地图，共计 646 幅。其中，标准地图 20 幅，包

括中文版中国地图 6 幅、英文版中国地图 14 幅；

参考地图 626 幅。

为什么要发布标准地图？如何获取正确地

图？发布标准地图对于提升全民国家版图意识

有何意义？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加大标准地图有效供给，
更好满足公众需求

地图，是将自然和社会经济要素的名称、

形状、大小、空间位置及其属性表现在纸质、互

联网和其他载体上的图形或者影像，包括纸质

地图、电子地图、互联网地图、附着在各种产品

上的地图以及其他表现形式的地图。

国家版图是一个国家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的

疆域，是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象征。地图是

国家版图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反映国家的主权

范围，具有严肃的政治性、严密的科学性和严格

的法定性。

从开车导航到出行规划，从外卖订餐到信

息查询，从生产到生活、线上到线下，地图内容

越来越丰富、更新越来越快、应用领域越来越

广，已成为人们日常必备的工具。国内主要互

联网地图服务日均位置服务请求超 1000 亿次。

然而，随着各类地图使用量的增加，错绘国

界线、漏绘我国重要岛屿等“问题地图”时有出

现，部分地图登载了不宜公开甚至涉密的内容，

损害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共发现 1.8 万张互联网“问题地图”。

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互联网时代，“问题地图”一旦出现，传播

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在严肃查处的同时，只

有不断加大标准地图有效供给，才能更好满足

公众需求，遏制“问题地图”出现。同时，发布标

准地图，提供权威、准确的公益性地图服务，有

助于提升公众识别“问题地图”能力，提升全民

的国家版图意识。

标准地图依据中国和世界各国国界线画法

标准编制而成，可用于新闻宣传用图、书刊报纸

插图、广告展示背景图、工艺品设计底图等，也可

作为编制公开版地图的参考底图。社会公众可

以免费浏览、下载标准地图，直接使用标准地图

时需要标注审图号。参考地图是根据地图内容

的系统性、实用性、现势性等特点，由地方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提供，列入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中。

截至目前，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

可提供 359 幅标准地图、4 套自助制图底图、803
幅参考地图。各省级地区均已开通标准地图服

务，共提供 9860 幅标准地图，全国共提供标准

地图、参考地图 11022 幅。

地图管理纳入法治化、规
范化轨道，对地图的监管和日
常巡查力度不断增强

目前，用户可通过自然资源部官方网站和

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的标准地

图服务系统免费浏览、下载标准地图，在线自助

制作个性化地图。对地图内容编辑（包括放大、

缩小和裁切）改动的，公开使用前需要送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审核。自助制图生成的地图，公开

使用前需要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此外，

也可以购买标注审图号的正规地图产品，或者

向具备地图编制资质的测绘单位定制地图。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天地图”集成海量的基础地理信息资源，近

年来得到广泛应用。截至 2022 年 7 月底，累计

注册开发用户超过 80.79 万个，支撑应用超过

73.18 万个。

近年来，我国测绘地理信息法律体系不断

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地图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将地图管理纳入法治化、规范化

轨道。2016 年 1 月起施行的《地图管理条例》对

地图编制主体、编制标准等作出规定，同时明确

了地图审核范围、送审主体、审核内容和程序。

《地 图 管 理 条 例》第 十 五 条 规 定 ，国 家 实

行 地 图 审 核 制 度 。 向 社 会 公 开 的 地 图 ，应 当

报送有审核权的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

审核。《地图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出版地

图的，由出版单位送审；展示或者登载不属于

出版物的地图的，由展示者或者登载者送审；

进口不属于出版物的地图或者附着地图图形

的产品的，由进口者送审；进口属于出版物的

地图，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出口不属于出版物的地图或者附着地图图形

的产品的，由出口者送审；生产附着地图图形

的产品的，由生产者送审。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面向“问题地图”多发

频发领域，联合有关部门强化对地图的监管和

日常巡查力度，对“问题地图”开展督促整改，取

得了显著成效。在被查处的一大批违法、违规

案件中，有的漏绘、错绘我国重要岛屿、国界线

等，危及国家主权；有的在互联网中上传、标注

敏感和涉密信息，公开登载、非法交易涉密地图

等，危及国家安全；有的对相关国家和地区不按

我国政治外交主张进行标示，以及非法测图、编

图、提供地图服务等，损害国家利益。

近日，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配合宁波海

关在出口货物中查获 23500 件地图产品，存在

未履行地图审核程序、错绘国界线、漏绘重要岛

屿等问题，目前已依法处理。

据介绍，自然资源部还专门研发部署了上

下联动的互联网地图监控系统，设置国家级节

点 1 个，省级节点 31 个，对 2 万余个网站开展日

常监控。数据显示，2021 年国家级节点全年推

送地图图片 13.4 万余张，鉴定发现“问题地图”

4700 余张；各省级节点全年推送地图图片 24.6
万张，发现“问题地图”1.3 万余张，均依法进行

了处理。

我国大力普及国家版图知
识和测绘法律法规，形成了自
觉维护国家版图尊严、遵守测
绘法律法规的良好社会氛围

“我们祖国的最南边在哪里呢？”在山东省

济宁市济宁学院附属小学太白湖校区的教室

里，一只只稚嫩的小手纷纷举起，同学们踊跃回

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这是国家版图意识教育进课堂活动现场

的生动一幕。近年来，我国大力普及国家版图

知识和测绘法律法规，形成了自觉维护国家版

图尊严、遵守测绘法律法规的良好社会氛围。

自然资源部持续组织国家版图意识“三进”（进

学校、进社区、进媒体）活动，开展国家版图意

识宣传教育活动近万次，全民国家版图意识显

著提升。

“国家版图同国旗、国徽、国歌一样是国家

的象征。”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宣部、教育部等多部门

协作，共同加强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以全国

国家版图知识竞赛、少儿手绘地图大赛为重点，

大力开展国家版图宣教活动。全国版图知识竞

赛从 2012 年开始已经成功举办 4 届。竞赛通过

内容丰富、参与性强的答题，普及地图、地理及

自然资源知识，激发青少年对祖国的热爱。

随着全民的国家版图意识普遍提高，规范

使用地图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社会

公众在规范使用地图方面，还应该注意以下几

点：一是使用有审图号的地图。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地图在公开前应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地

图，会在适当位置标注地图审图号；二是使用标

准地图。近年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需求，

组织编制了大量标准地图供社会公众免费使

用；三是不得使用未经审核的地图或者境外地

图；四是不得在互联网地图上标注涉密、敏感等

信息。

自然资源部发布2022年版标准地图和参考地图

规范使用地图 一点都不能错
本报记者 谷业凯

本报北京 8月 29日电 （记者顾仲阳）打击野生

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席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日前

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全面禁止野生动植物非法

交易是严厉打击乱捕滥猎乱采滥食野生动植物等行

为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

防范公共卫生安全隐患的重大举措，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坚决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联席会议安排，各司其

职，加强协作，不断强化立法、执法、司法、国际合作

和宣传教育措施，野生动植物保护形势明显好转，野

生动植物非法交易量显著下降。

会议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保

持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高压态势，毫不放松打

击非法食用野生动物，严厉打击非法猎捕野生动物，

坚决遏制非法经营利用野生鸟类多发势头，继续加

大对象牙、穿山甲片、红木等濒危物种制品走私的打

击力度。要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大力强化野

生动植物栖息地巡护值守，坚决看住守牢野生动植

物交易场所和网络市场，严防寄递企业承运非法野

生动植物及其制品，严格查验进出口野生动植物及

其制品。要明确职责分工，抓好责任落实，加强信息

共享，强化执法协作，形成打击合力。要充分利用考

核、督查、约谈和问责等手段，推动打击野生动植物

非法贸易工作。

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际
联席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

明确职责分工 形成打击合力

本报北京 8月 29日电 （记者冉永平、丁怡婷）

记 者 29 日 从 中 国 石 化 获 悉 ：国 内 首 个 百 万 吨 级

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齐鲁石化—

胜 利 油 田 百 万 吨 级 CCUS 项 目 日 前 正 式 注 气 运

行，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100 万吨。

CCUS 是化石能源低碳高效开发的新兴技术，

即把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捕集提纯，继

而投入新的生产过程进行再利用和封存。齐鲁石

化—胜利油田百万吨级 CCUS 项目由齐鲁石化捕

集提供二氧化碳，并将其运送至胜利油田进行驱油

封存。

我国首个百万吨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投产
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00万吨

本报北京 8 月 29 日电 （记者寇江泽）记者 29
日从国家林草局获悉：《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

大会（COP14）标志正式公布。标志彰显大会主题

“珍爱湿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表达湿地保护需要

全球共同努力、携手共建的鲜明内涵。

标志以中国传统的玉璧为造型，寓意地球万物

和谐，内嵌江豚、麋鹿、扬子鳄、朱鹮 4 种生活在中国

湿地的珍稀濒危动物形态和人脸轮廓，在设计上使

用连贯曲折的线条，勾勒出人与动植物简约生动的

造型，串联的形象围成了湿地生物赖以生存的空间，

意在表达湿地环境、人与动植物和谐共生的关系。

标志采用蓝、绿、橙等颜色，色彩多样、和谐融

合，给人亲近自然感觉的同时，呈现出湿地生态生机

勃勃的画面。标志正下方用印章形式呈现我国首次

承办《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的举办地武汉。

今 年 是 我 国 加 入《湿 地 公 约》30 周 年 ，11 月 5
日—13 日，COP14 将在武汉设线上线下主会场、在

《湿地公约》秘书处总部瑞士日内瓦设线上线下分会

场同步进行，探讨公约战略方向，审议重要履约事

项，讲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彩故事。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标志公布
表达湿地环境、人与动植物

和谐共生的关系

近日，随着华西至黄淮一带的较强降雨过

程开启，我国进入华西秋雨集中期。8 月 29 日

白天，四川盆地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

部等地部分地区继续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四川

巴中通江县局地超过 200 毫米。目前此轮强降

雨已持续 3 天。预计 30 日，四川盆地、陕西、重

庆等地仍有较强降雨。气象专家提示，由于如

上地区此前属于持续高温干旱地区，需谨防旱

涝急转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风险。

根据预测，今年华西秋雨出现时间早、较常

年同期偏强、空间分布不均。华西地区前期持

续高温干旱，受华西秋雨影响，可能出现旱后转

涝的情况；此外，今年北方秋汛预期较重，防汛

形势不容乐观。28 日，中国气象局再次对华西

秋雨预报服务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各级气象部

门坚决避免“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不会

再有大汛大灾的侥幸心态，提前准备、统筹谋

划，谨防前期高温干旱地区因强降水产生灾害

风险，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29 日组织防

汛抗旱专题视频会商调度，强调要做好防范应

对旱涝急转工作，要做好短临天气预报，加密频

次，及时发布临灾预警；收到高等级气象预警

后，要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要果断转移危险

区群众，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继续

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中小水库塘坝、中小

河流监测巡查工作，发现险情及时处置。

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受

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

相互作用影响，本轮华西地区降水主要集中在

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华西地区至黄淮一带，

其中，降水最强区域出现于四川、重庆、陕西三

省市交界附近。

“前期陕西关中、陕南、四川盆地、重庆处于

持续高温，由高温少雨马上进入到集中降雨时

段，且雨强较大，这些地方面临因旱涝急转而产

生次生灾害风险的情况，需加强防范。”马学款说。

旱涝急转是指在前期无降水或降水偏少且

已出现旱情的情况下，紧接着在短期内发生高

强度降水并形成洪涝的气象水文事件。由于之

前的干旱影响到流域内的植被、雨水下渗等条

件，在同样的降雨总量下，旱涝急转也更容易造

成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此外，“在本轮降雨过程中，低涡影响下的

持续性降水和降雨初始阶段的局地强对流两类

降水都需要重点关注，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

害。”马学款说。

针对强降雨过程及较高的次生灾害风险，

29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

警，分别和水利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橙色山

洪灾害气象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预计 29 日 20 时至 30 日 20 时，四川盆地东

北部和川西高原中南部、重庆北部、陕西东南

部、河南西南部、江苏中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部

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

重庆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

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华西地区秋雨集中 局地旱涝交替交织

多地多部门防范应对旱涝急转
本报记者 李红梅 邱超奕

本报西宁 8 月 29 日电 （记者贾丰丰）日前，记

者从青海省水利厅获悉：2012 年至 2022 年，青海省

大力实施水土保持项目建设，扎实推进梯田建设和

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利行业共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 3739.49 平方公里，为改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

件，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

2012—2022 年，青海省坚持综合治理，生物措

施、工程措施和耕作措施配套实施，使项目区水土流

失得到有效控制。

十年来

青海治理水土流失超3700平方公里

本报呼和浩特 8月 29日电 （记者吴勇）记者近

日获悉：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 70 年来，在

为国家提供优质木材的同时，牢牢守住了生态保护

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森林面积、林木

蓄积、森林覆盖率持续增长，森林总量超过开发建设

初期。

70 年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累计为国家提供

了 2 亿立方米的优质木材和大量林副产品，直接上

缴利税 200 多亿元。同时，林区坚持“边采边育、采

育结合”发展理念，累计造林 2000 多万亩，并建成了

阿尔山、库都尔两个百万亩人工林示范工程。

开发建设70年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累计造林2000多万亩

本版责编：陈 娟 张文豪 何宇澈

核心阅读

地图是国家版图最主要的
表现形式，反映国家的主权范
围，具有严肃的政治性、严密的
科学性和严格的法定性。近年
来，地图内容越来越丰富、更新
越来越快、应用领域越来越广，
已成为人们日常必备的工具。
同时，我国测绘地理信息法律
体系不断完善，地图管理纳入
法治化、规范化轨道。

随着全民的国家版图意识
普遍提高，规范使用地图越来越
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初 秋 时 节 ，位 于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石 嘴

山 市 平 罗 县 境 内 的 沙 湖 景 区 呈 现 沙 水 相

依 、碧 波 万 顷 的 美 丽 画 卷 。 据 悉 ，沙 湖 景

区 总 面 积 80.1 平 方 公 里 ，其 中 水 域 面 积 45
平方公里，沙漠面积 22.5 平方公里。

图为沙湖景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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