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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的 48 条盾

构隧洞全部实现贯通，工程将在 2023 年底建

成通水，为粤港澳大湾区供水安全提供保障。

为 提 升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的 水 安 全 保 障 能

力，去年 1 月，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牵头编

制的《粤港澳大湾区水安全保障规划》印发，

提出着力构建供水保障网、防洪减灾网、绿色

生态水网、智慧监管服务网，为粤港澳大湾区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科学调度，构筑供水安全
保障水网

水之于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性，广东省东

江流域管理局副局长成忠理体会深切。去

年，由于降雨少、来水少、蓄水少，东江流域旱

情严重，广州、深圳、东莞等地部分区域供水

受到影响。特别是珠江口，河道水位降低，导

致海水倒灌，上游河水变咸。

面对严峻旱情，珠江水利委员会、广东省

水利厅充分调度水库等水利工程，构筑当地、

近地、远地供水保障“三道防线”，科学实施东

江水量统一调度，用好珍贵的淡水。“上中下

游 配 合 调 度 ，应 急 调 水 ，压 咸 补 淡 。”成 忠

理说。

“ 三 道 防 线 ”是 供 水 保 障 网 的 一 个 缩

影。本地水库是“第一道防线”，深圳市、东

莞市通过本地水库水厂联调，加大本地保供

水能力，实现“灌满门前水缸”；近地水库是

“第二道防线”，东江水利枢纽距离东江三角

洲取水口位置很近，可快速反应，开展反调

节压咸，最大程度减小咸潮对供水影响；“第

三道防线”则考验“绣花功夫”，通过精细调

度 流 域 骨 干 水 库 ，在 满 足 供 水 和 压 咸 的 同

时，尽最大可能减少水库泄水，发挥远端水

库保供水的作用。

如何用好每一立方米水？“新丰江水库要

放多少水下来，我们每天都要把数据发给电

厂，根据调度计划精细放水。潮汐动力时刻

在变化，我们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辅助，结

合潮汐监测站预报成果，实现精准调度。”广

东省水利厅规计处副总工程师冯景泽介绍。

除了精准调度，记者了解到，为加强大湾

区水网供水基础设施建设，广东省出台关于

推进水利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加快建设

珠中江供水一体化工程。据介绍，该工程将

通过集中整合上移珠中江地区受咸潮影响的

西江下游取水口，统筹区域供水水源，扩建区

域性应急备用水库，解决大量人口因咸潮上

溯造成的用水安全问题。

去年 10 月，广东省召开全省水利高质量

发展大会，谋划实施建设五纵五横的水资源

配置骨干网。规划蓝图内，以东江、西江、北

江、韩江、鉴江干流为“纵”，以珠江三角洲水

资源配置、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粤东水

资源优化配置、珠中江供水一体化配置、东深

供水等工程为“横”。如今，广东跨流域调水

工程正在加速推进。

“五纵五横水资源配置骨干网覆盖广东

多市，受益人口超 7600 万。”广东省水利厅厅

长王立新介绍，到“十四五”末，广东将实现每

年新增供水能力 25 亿立方米，供水受益人口

超过 9000 万。

织密防洪安全网，守护
江河安澜

防洪保安澜，是建设大湾区水网的重要

目标。

来到清远市东北方向约 40 公里的北江河

段，抬眼望去，可见一条 2.6 公里长的坝顶，这

就是飞来峡水利枢纽。在今年发生的珠江流

域洪水险情中，飞来峡水库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调控作用。

今年 5—6 月，珠江流域遭遇持续性大范

围强降雨过程，西江和北江发生 6 次编号洪

水。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广东省北江流域管

理局副局长郑民记忆犹新。“大湾区水网安

全的防御屏障在北江大堤，但北江大堤只能

被动防御洪水。”郑民告诉记者，在北江 2 号

洪峰到来之前，充分发挥飞来峡水库的主动

性 调 控 作 用 ，可 以 大 大 减 轻 北 江 下 游 防 洪

压力。

沿着流域沙盘仔细看下去，北江流域防

洪工程体系一目了然：北江上游防洪工程体

系包括乐昌峡水利枢纽和湾头水利枢纽，北

江中下游防洪体系则包括控制性枢纽飞来

峡水利枢纽、潖江蓄滞洪区、北江大堤，以及

起到分洪作用的芦苞涌和西南涌，基本形成

了以堤防为基础、水库调控以及潖江蓄滞洪

区 和 分 洪 水 道 共 同 发 挥 作 用 的 防 洪 工 程

体系。

什 么 时 刻 启 用 飞 来 峡 水 库 的 防 洪 库

容？这是摆在北江流域管理局面前的一个

难题。郑民说：“在洪水进程中，虽然有水文

部门的预报，但洪峰的规模和到来时刻无法

完全确定。唯一确定的就是我们只有这么

多防洪库容。”

为了尽量吸纳更多洪峰，根据水文部门

的预测，北江流域管理局一线工作人员模拟

测算出洪峰过程线，设计出不同调度方案，确

定出洪水峰值和峰线时间。今年 6 月 22 日，

管理局调度飞来峡控泄 1.8 万立方米每秒，最

终 洪 峰 安 全 通 过 下 游 石 角 断 面 ，完 成 削 洪

目标。

“通过精细化调度飞来峡水库、潖江蓄

滞洪区等北江干支流水工程，科学拦洪、分

洪、错峰、削峰，成功压减了洪水量级，确保

了北江大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安全，防

洪调度成效显著。”广东省水利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

为实现有效调度，上中下游水利工程协

同发力。珠江水利委员会统筹流域全局，会

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联合调度西江干支

流 24 座水库拦蓄洪水 38 亿立方米，为北江特

大洪水安全泄洪创造了有利条件。得益于西

江、北江流域水工程联合防洪调度，本次洪水

并未对北江大堤造成灾害性冲击，保障了珠

江三角洲城市群安全。

构建智慧水利网，打造
优质生活圈

在看得见的水利工程基础上，看不见的

智慧水利网发挥了更加精细的作用。“我们综

合运用气象数值预报、卫星遥感、水利专业算

法模型、AI 视觉技术，完成北江大堤芦苞段三

维建模，实现在线巡河、无人巡堤、溃口避灾

智慧推演。”冯景泽说，目前广东省已建成较

完善的水利感知监测体系，水文要素自动测

报率达 80%。

记者随巡河工作人员来到北江大堤，发

现无人机正在上空巡堤。走到北江大堤石角

段时，在堤内一个不起眼的水塘上空，无人机

发出预警：发现了一处管涌点，水流持续带出

泥沙，时间长了堤坝会变空。

“人工巡视很难发现这个位置，视线被

遮 挡 不 说 ，江 边 很 多 位 置 步 行 过 不 去 。”郑

民 告 诉 记 者 ，管 道 涌 进 来 的 江 水 温 度 比 水

塘 的 水 温 度 低 ，无 人 机 通 过 热 成 像 很 快 就

能 从 高 空 发 现 这 个 水 温 异 常 点 ，再 由 有 关

部 门 安 排 专 业 人 员 通 过 工 程 措 施 排 除

险情。

“智慧水利网，是一张数字网、智能网，

是指挥调度的算法‘大脑’，以智慧水利网为

牵引，让防汛抗旱调度更主动、江河流域管

理 更 精 细 、水 利 治 理 体 系 更 智 能 。”冯 景

泽说。

一路向南驶向广州南沙，从凤凰一桥一

路进入江灵北路，就来到了灵山岛尖碧道。

踏入水舞广场，在生态堤旁，可以看到一层层

白色的阶梯。

“这就是把城市防洪功能与滨海休闲景

观建设结合起来的多级景观消浪平台技术，

是灵山岛尖碧道的创新。”广州南沙新区明

珠湾开发建设管理局总工程师梁睿中说，这

种 技 术 创 新 ，是 人 — 水 — 城 和 谐 的 防 洪 潮

工程。

“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碧道近 5000 公

里。”王立新说，碧道建设已经成为广东一张

亮丽的生态名片，通过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

大湾区优质生活圈，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

的幸福感。

保障供水、科学防洪、智慧监管

建设水网 守护大湾区供水安全
本报记者 贺林平 洪秋婷

核心阅读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
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与其他地区相
比，粤港澳大湾区水资源时
空分布不均，降水强、台风
多，防洪形势严峻。

近年来，我国坚持构建
粤港澳大湾区供水保障网、
绿色生态水网等，推动水安
全科技创新，不断提升大湾
区水网安全保障能力。

■美丽中国R

本报北京 12 月 1 日电 （记者王浩）记

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2
月 1 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启动 2022—2023
年度冰期输水工作，预计到 2023 年 2 月底

结束。

国 家 气 候 中 心 预 测 ，2022—2023 年 冬

季气温变化的阶段性特征明显，2023 年 1 月

下旬至 2 月，冷空气强度逐渐加强，华北北

部等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穿行河南、河北、天津、北京，冰期

输水面临挑战。

保 障 冰 期 输 水 的 各 项 工 作 有 序 进

行 。 中 国 南 水 北 调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进 一 步

修 订 完 善 应 急 预 案 和 突 发 事 件 现 场 处 置

方案，建立冰期气象、冰情监测制度、信息

共享和预警会商等工作机制，加强与沿线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协调联动，充分发挥南

水北调河湖长制作用，进一步提升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能力。目前，工程沿线 104 道

拦 冰 索 维 护 及 布 设 已 到 位 ，180 套 融 冰 设

备 检 修 及 调 试 完 毕 ，111 套 扰 冰 设 备 检 修

及调试完成。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信息化、智能

化措施，确保冰期输水安全和工程效益充分

发挥。

南水北调中线启动2022—2023年度冰期输水

日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从江县丙梅街道銮里村，群山、

民居、公路、河流组成一幅生态画卷。

图为銮里村岑报苗寨云海景观。

卢忠南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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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咖啡店里，青年们正捧着网

红咖啡畅聊；路上打照面的村民，刚

捧回国际艺术大奖；山林间的民宿，

住 着 慕 名 而 来 的 设 计 师 …… 如 今 的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妙西镇，凭借良

好的生态、人文环境，正吸引越来越

多游客造访。

近年来，坐落在太湖之滨的吴兴

区，依托好风景发展好经济，走出了一

条“美丽生态带动美丽产业、美丽产业

壮大美丽乡村、美丽乡村反哺美丽生

态”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逐绿前行，保护好生态

“几年前，这里还是以卖石头为主

的矿山大镇。为了发展经济，生态环

境一度恶化……”湖州市生态环境局

吴兴分局负责人何晔波介绍。

厘清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辩证关

系的吴兴人，选择关停矿山，全力推进

村庄环境综合整治。

西山漾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碧波潋

滟，四周树木叠翠。去年起，西山漾启

动新一轮水生态修复工程，栽种“水下

森林”约 41.2 万平方米，水岸景观重

塑，水质明显改善。吴兴依水而兴，水

好不好是吴兴城市发展质量的重要指

标。近年来，吴兴区以修复水生态系

统为主要目标，结合“找巡查挖”专项

行动进行统筹治理。通过对太湖溇港

的系统性重塑及水环境治理，吴兴区

连续 14 年实现“一泓清水入太湖”，全

域入太湖河流断面水质保持在Ⅲ类

以上。

因绿而兴，带动文旅产业发展

今年国庆假期，妙西镇妙山村成为当地自驾游、近郊游

的热门地点。这让返乡创办民宿的赵丽敏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我们年轻人回家创业的信心更足了。”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一系列利好政策，妙山村先后

引入 6 个文旅项目，投资达 14.8 亿元。2021 年，妙山村接待

游客 42.8 万人次，旅游业收入超 1 亿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 4.1 万元，500 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好风景带动的，不只有美丽乡村经济。位于吴兴区埭

溪美妆小镇的一家化妆品生产基地，自动化生产线开足马

力生产，2021 年产量达 3.63 亿件。

截至目前，埭溪美妆小镇累计引进企业 274 家，其中化

妆品及相关企业 241 家，计划投资 350 亿元，已成为浙江省

“十四五”时期化妆品产业核心承载区。

绿色发展，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经 过 一 番 深 思 熟 虑 ，南 非 科 学 院 院 士 罗 伯 特·肖 恩

决 定 把 家 安 在 吴 兴 、把 办 公 场 所 搬 进 山 谷 。“ 欢 迎 来 这

里 安 家 ，我 们 将 真 情 服 务 ，也 祝 愿 你 能 够 在 西 塞‘ 科 学

谷 ’工 作 顺 心 ，取 得 更 多 学 术 成 就 ，勇 攀 科 技 高 峰 。”今

年 初 ，吴 兴 区 委 书 记 赵 如 浪 把 一 枚 标 有“西 塞‘ 科 学 谷 ’

科学家 001 号”字样的纪念奖章，递到了罗伯特·肖恩的

手中。

以“绿色低碳创新策源地”为功能定位的西塞“科学谷”

是吴兴区为提高创新发展核心竞争力而搭建的重要平台。

吴兴未来几年将布局一批覆盖科技创新全周期、全链条的

高能级创新载体，带动创新要素加速集聚、创新能力全面提

升。目前，已构建西塞东坡、高教园区、试研台、汇智芯、创

新田等五大功能板块，累计完成投资 18 亿元，签约入驻西

安交大中子实验室、浙大高分中心等 6 个实验室项目，人才

类、科创类等优质项目 40 余个，其中科技型项目签约入驻

占比达到 95%。

赵如浪表示，西塞“科学谷”已成为湖州“创新制胜未

来”的重要引擎，接下来将重点聚焦光电、软件研发两大产

业，进一步强化高端要素集聚、科技创新策源、人才资源配

置能力，加快形成人才生态、产业生态、创新生态“三态融

合”最优格局，用科技力量加速吴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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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月 1日电 （记者李红梅）12 月

1 日，经过 6 个月业务试运行，风云三号 E 星、

风 云 四 号 B 星 及 其 地 面 应 用 系 统 正 式 业 务

运行。

风云三号 E 星是全球首颗民用晨昏轨道

业务卫星，填补了全球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在

晨昏时段卫星资料观测空白，使我国成为世

界首个同时具备在晨昏轨道、上午轨道、下午

轨道进行全天时、全天候、高光谱、三维定量

遥感的国家。试运行期间，风云三号 E 星进一

步提高了台风路径预报准确度，增强了数值

预报系统对降水的预报能力。

风云四号 B 星是我国新一代静止轨道气

象卫星的首发业务星，搭载了具备分钟级 250
米分辨率区域成像能力的快速成像仪。在试

运行期间，风云四号 B 星共启动 22 次加密观

测，其快速成像仪机动观测能力在华北区域

降水、青海强对流、东北冷涡、台风应急响应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业务运行后，风云三号 E 星将与风云三号

C 星和 D 星实现三星组网，每 6 小时为数值预

报模式提供一次完整覆盖全球的观测资料，

提高全球数值天气预报的精度和时效性。风

云四号 B 星将与风云四号 A 星实现双星组网，

进一步满足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气象监测预报、应急减灾的需求。

风云三号E星风云四号B星正式业务运行 本报北京 12月 1日电 （记者李红梅）受南下冷空气影

响，12 月 1 日，南方地区降温明显，安徽南部、浙江中北部、

江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小到中

雪或雨夹雪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2 月 1 日夜间至 2 日

白天，南方地区气温偏低，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有雨雪天

气，部分地区有冻雨。12 月 1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

布低温黄色预警。

12 月 1 日早晨，南方地区气温继续走低，江南大部地区

降温 4—8 摄氏度，华南降温 8—12 摄氏度，广西西部和南部

等地部分地区降温 12—16 摄氏度，气温零度线推进到江南

中南部一线，武汉、合肥、长沙、南昌、南京、杭州气温均低于

0 摄氏度，广州 9.8 摄氏度，南宁 6.7 摄氏度，均为今年下半

年入冬以来的气温新低。

南方地区气温偏低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低温黄色预警

■走近自然R

本报北京 12月 1日电 （记者李晓晴）记者从农业农村

部获悉：近日，受强冷空气影响，我国自北向南经历了一轮

大范围寒潮降温过程。为有效应对寒潮天气，保障畜禽

安全过冬，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组织畜牧生产专家编

制了《畜牧业应对寒潮暴雪天气技术指导意见》，提出加

固和修缮畜禽棚舍、做好保暖防冻、强化饲养管理、加强

饲草料储备和畜禽销售、抓好动物防疫工作等 5 方面措施

指导生产。

指导畜牧业应对寒潮天气

农业农村部提出5方面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