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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17 日电 （记者高云才、李

晓晴）记者从 2023 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获

悉：2022 年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10893 亿

元、比 2021 年增长 43.8%，历史性地迈上万亿

元台阶。18169 处农村供水工程完工，全国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7%，农村规模化供水工

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56%。开工实施 529
处大中型灌区建设和改造项目，新建 790 座淤

地坝、拦沙坝，完成 124 座大中型水库、6082 座

小型水库、622 座淤地坝除险加固。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重大进展。全年落

实水利建设投资 11564 亿元、比 2021 年增长

44%，其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036 亿元、增长

52%，金融信贷和社会资本 3204亿元、增长 78%。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取得重大成果。实施

母亲河复苏行动，一河一策、靶向施策，加快修

复河湖生态环境。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

次全线通水，补水河道 5 公里范围内地下水水

位平均回升 1.33 米，沿线河湖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开展华北河湖生态环境复苏、永定河贯通

入海行动，华北地区河湖生态补水范围扩大至

7 个水系 48 条河（湖）流，贯通河长 3264 公里、

比 2021 年增加 4.2 倍，永定河两度实现 865 公

里河道全线通水。

水利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加快建设

国家水网，完善水资源调配格局。加快建设国

家水网主骨架大动脉，抓紧完成南水北调工程

总体规划修编。

加强农村水利建设，夯实乡村振兴水利基

础。强化农村供水保障，实施水质提升专项行

动，推动优质水源置换，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净

化消毒设施设备配置率达到 75%，全国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提升至 88%，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

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57%。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促进人水和谐共生。

深入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推进 80 余条（个）

河湖生态环境复苏。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全年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6.2 万平方公里

以上。

健全节水制度政策，强化水资源刚性约

束。打好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战，探索

推动高耗水行业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推动

长江经济带年用水量 1 万立方米及以上的工

业和服务业单位计划用水管理全覆盖。

2022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较上年增长超四成
今年将推进80余条（个）河湖生态环境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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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17 日电 （记 者寇江泽）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 17 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2022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6.5%，重污染天数比例

首次降至 1%以内，达到 0.9%。

2022 年监测数据表明，全国环境质量状

况呈现“三个向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有监测数据以来，浓度

首次降到 30 微克/立方米以内，为 29 微克/立
方米；北京 PM2.5 浓度实现“十连降”。

地表水质量持续向好，全国水质优良（Ⅰ—

Ⅲ类）断面比例为 87.9%，同比上升 3.0个百分点；

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0.7%，同比下降 0.5个百分点。

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总体向好，近岸海域

优良（一、二类）海水水质比例为 81.9%，同比上

升 0.6 个百分点；劣四类水质比例为 8.9%，同

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推动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

在蓝天保卫战方面，加强多污染物协同

控制，着力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

治、柴油货车污染治理等标志性战役，深化重

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加强消耗臭氧层

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环境管理。

在碧水保卫战方面，着力打好城市黑臭

水 体 治 理、长 江 保 护 修 复、黄 河 生 态 保 护 治

理、重点海域综合治理等标志性战役。深化

美丽海湾建设，加强海水养殖、海洋工程和海

洋倾废、海洋垃圾监管。

在净土保卫战方面，着力打好农业农村

污染治理攻坚战，有效管控土壤污染风险，推

进 农 用 地 安 全 利 用 和 重 点 监 管 地 块 风 险 管

控，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地下水污染防

治试验区建设等。

全国城市重污染天数比例首次降至1%以内
2022年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为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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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17 日发布的《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

2022 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22 年度报告”）显

示，北极海冰覆盖范围在夏季 9 月份呈现明显波

动下降趋势，2002—2021 年间缩减范围超过 200
万平方公里，占 2002 年最小海冰范围的近 40%。

“在气候变化影响凸显、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和

世界格局深刻改变的今天，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达成仍然面临巨

大挑战。”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主任、全球生态环

境遥感监测年度报告编委会主任赵静介绍，科技

部国家遥感中心自 2012 年起，持续开展“全球生

态环境遥感监测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

告”）工作，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社会共

同关切的议题，开展全球及洲际尺度的生态环境

遥感监测、分析和评估。 2022 年度报告共包含

“北极地区冰雪与植被变化”和“全球大宗粮油作

物生产形势及复种与灌溉的贡献”两个专题。

集中科技力量，积极参与
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年度报告是我国深入参与全球科技创新网

络和生态环境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赵静表示，

我国在科学研究、政策制定和行动实施等层面动

员和集聚了大量科技创新力量，基于自主建立的

气象、海洋、资源、环境和高分等地球观测卫星星

座及其应用系统，持续提升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

展、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韧性城市等方面的研究

和应用能力，并通过地球观测组织（GEO）等合作

机制向国际社会开放共享数据、技术及知识，已逐

渐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

与引领者。

据介绍，在保持继承性和强调发展性的原则

基础上，年度报告围绕全球生态环境典型要素、热

点问题和重点区域三大类主题，过往 10 年陆续发

布了涵盖 11 个专题系列的 29 个专题报告和 100
余个数据集产品，包括陆地植被、陆表水域、城市

3 类典型要素，粮食生产与安全形势、土地退化、

自然灾害、气候变化 4 类热点问题，以及洲际尺度

生态环境、“一带一路”、冰冻圈和生态环境脆弱区

4 类重点区域。

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年度报告工作顾问组

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成虎表示，这一工作充分

彰显了我国遥感科技界对服务人类社会、解决全

球生态环境问题的积极态度和独特贡献。我国科

学家通过在这一领域的持续研究，不断取得新的

技术突破和创新成果，带动了相关领域的发展，建

设性地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首次揭示不同人类活动
方式和强度下的北极植被变化
规律特征

“近 20 年来，由于全球增温及北极‘放大效应’

的影响，北极冰雪与植被正在发生快速变化，是全

球气候变化的风向标。”“北极地区冰雪与植被变

化”专题报告编写组专家、中山大学教授黄华兵介

绍，参与专家综合利用风云三号等多源遥感数据，

监测了北极海冰、格陵兰冰盖和北极陆地植被，分

析了其时空格局及变化特征，评估了大气、海洋和

人类活动等要素的影响，可为开展北极环境变化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北极地区冰雪与植被变化”专题报告显示，

北极冬季多年冰在总海冰覆盖范围中的占比从

28%下降到 13%，多年冰逐步被一年冰取代；一年

冰覆盖范围呈持续蔓延趋势，增长速率为 5.9 万平

方公里/年。北极海冰变化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

北极海冰显著减少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及

阿拉斯加以北的北冰洋区域，这为北极东北航道

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北极地区冰雪与植被变化”专题报告结合高

分辨率北极人造地表数据和植被绿度产品，首次

揭示不同人类活动方式和强度下的北极植被变化

规 律 特 征 。 该 专 题 报 告 显 示 ，2002—2021 年 ，

77.4%的北极陆表区域绿度增加，面积约 550 万平

方公里，相当于整个亚马孙雨林的面积，并在近 5
年呈现加速“绿化”态势。北极植被绿度与气温、季

节性积雪、人类活动显著相关，其中人类活动减弱

的区域内植被恢复呈现“绿化”，而人类活动新增区

域内，植被覆盖和结构功能被破坏，呈现“褐化”。

我国农业生产防灾减灾
能力持续增强

据“全球大宗粮油作物生产形势及复种与灌

溉的贡献”专题报告编写组组长、中国科学院空天

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吴炳方介绍，该专题应用

遥感手段对 2021—2022 年全球农业气象条件、全

球粮食主产区粮油作物种植与胁迫状况进行了独

立监测，预测了 2022 年全球大宗粮油作物产量、

供应形势和进出口形势，分析了极端天气和区域

性突发事件对粮食生产和供应形势的影响；进一

步结合复种和灌溉耕地分布数据，评估了全球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复种和灌溉对粮食产量的贡献及

其对粮食稳产增产的作用。

该专题的主要成果和结论包括——

2022 年极端天气频发叠加区域性突发事件，

导致全球大宗粮油作物减产 1.3%，是近 10 年第二

大减幅；玉米产量减幅较大，水稻产量同比基本持

平，小麦和大豆小幅减产。我国农业生产防灾减

灾能力持续增强，长江流域极端高温干旱、西北局

地涝渍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有限。

从市场供应形势来看，2022 年大宗粮油作物

潜在供应量略高于 2021 年，但区域性突发事件加

剧了全球粮食供应的不确定性。中国大宗粮油作

物进口来源国供应形势略好于 2021 年，其中，大豆

种植面积的大幅增加使得我国大豆产量达 10 年最

高水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进口大豆的依赖。

复种可直接增加粮食种植面积，灌溉可提高

作物对异常农业气象条件的抵抗力，对保障粮食

稳产增产效果明显，但单季种植模式与雨养农业

仍占据全球农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该专题报告显

示，仅占全球耕地总面积 14.8%的复种耕地生产

了 19.8%的粮食；占全球耕地总面积 23.4%的灌溉

耕地生产了 41.4%的粮食。

《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2022年度报告》发布

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科学参考
本报记者 赵永新

核心阅读

17 日，科技部发布《全球
生态环境遥感监测 2022年度
报告》。近年来，我国不断深
入参与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和
生态环境治理，已逐渐成为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
者、贡献者与引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