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生态 2023年 3月 23日 星期四1414
3 月 23 日是第六十三个世界气象

日 ，主 题 为“ 天 气 气 候 水 ，代 代 向 未

来”。这一主题着眼可持续发展，旨在

呼吁全社会增进对全球变暖背景下天

气气候系统的了解，推动与天气、气

候、水相关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努力，促

使全球采取更有力行动，共同减缓和

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减少各

类自然灾害对水资源、农业、交通、卫

生、能源等领域带来的风险，共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生机勃勃的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以

及生生不息的人类社会文明，离不开

适宜的天气、气候和水资源。作为人

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

重要组成部分，天气、气候、水既是人

类文明繁盛的基础，也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限制因素。我国幅员辽阔，拥有

全球最典型的季风气候和独特的三级

阶梯地理格局。这为我们孕育了大江

大河，带来了充沛的水资源，是华夏文

明不断绵延发展的根基。

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影响，已

从大气圈扩展到海洋、冰冻圈和陆地

生物圈，全球正经历着以气候变暖为

突出标志的气候变化，带来极端天气

气候事件频发、海洋酸化、海平面上

升、冰川融化速度加快、水资源短缺等

问题。2022 年，全球高温、干旱、暴雨

等灾害频发，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

热的夏天。应对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全

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成为共建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的关键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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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

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

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这不是

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国

长期以来都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力量，始终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

化，坚持采取切实有力行动，向绿色低

碳发展转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参与

者、贡献者、引领者。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

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

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

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贡献，世界瞩目。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内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

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新征程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

为安全的发展。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影响日

渐增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气象影响的敏感性和关联性越来

越强，统筹发展和安全对防范气象灾害重大风险的要求越来越高，

人民群众对气象服务保障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对此，气象部门积

极参与气候风险管理、早期预警，以气象服务保障水资源管理，不

断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等趋利避害服务能力，初步建成了一体化、专

业化、精细化的生态文明建设气象服务保障体系，为防范化解气象

灾害和气候变化对粮食能源安全、生态安全、水安全等带来的风险

挑战，提供了科学支撑。中国气象局作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国内牵头单位，牵头成立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建

成国家温室气体观测网，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

和实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内涵新动力，为人类共同发

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全国气象部门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牢

牢把握新时代气象事业“科技型、基础性、先导性社会公益事业”的

战 略 定 位 ，坚 持 狠 抓 落 实《气 象 高 质 量 发 展 纲 要（2022—2035
年）》，聚焦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提高天气气候监测预报

预警服务能力，加快建设以智慧气象为主要特征的气象现代化，发

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极

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扛起使

命担当，做出应有贡献。

（作者为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

共
建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美
好
家
园

—
写
在
二〇
二
三
年
世
界
气
象
日
之
际

陈
振
林

打开厨房的水龙头，清冽的水哗啦啦

流出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月牙湖乡滨河家园二村，村民高发祥捧着

水，痛快喝上两口。“水压大，水质清，直接

喝也美得很。”高发祥说。

宁夏银川——
精细调水，提高水资源

利用效率

滨河家园二村离黄河不到一公里，但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基础设施不完

善，当地农村只能靠分散的小型扬水工程

供水，不光自来水水压不稳、水质较差，还

时常断水，水资源利用效率很低。

去年 12 月，银川都市圈中线供水工程

全线试通水成功，工程将原先沿黄河分散

的小型扬水工程整合为集中扬水工程，并

建成统一的供配水体系。至此，一渠黄河

水被扬高送远，不仅让月牙湖乡等地的近

11 万人吃上好水，还将解决黄河东部近 36
万亩农田的灌溉用水问题，每年节约用水

2800万立方米。

在位于中线供水工程渠首的黄沙古渡

泵站，灌溉管理平台的大屏幕滚动着流量、

流速、管道压力等各种参数。“银川水资源

极度短缺，跨流域集中调水十分重要。”中

线供水工程建设项目组副组长杨绍军说。

鼠标轻点，渠道上的闸门开始缓缓打

开。黄河水被抽入水泵，送到 39 米高的蓄

水池中，随后流向十几公里之外的农田。

“集中调水后，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关

键就在于调水的精准度。”杨绍军说，整个

中线供水工程超 43 公里长的输水管线，共

设置了 32 处监控中心、2000 多个监测点

位，“通过智能管理平台，渠道上所有的泵

站、水闸都能实现自动调节”。

从“人控”到“数控”，随着自动控制技

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及物联网技术的加入，

水资源调配正变得更加精细、快捷。

“水网联上互联网，灌溉就能更高效、

更合理。从黄沙古渡泵站开始，沿途的各

个渠道、支渠、蓄水池都是一张网管理，让

水资源调配更加科学精准。”宁夏回族自治

区水利调度中心副主任吴晓峰说，“通过远

程数字化网络调度，整个渠系、调蓄水池都

可以实现水量互补，旱能灌、涝能排。”

水利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农田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 2012 年的 0.516 提高

到 2022 年的 0.572。今年水利部将围绕实

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加快

编制全国农田灌溉发展规划，积极推进大

中型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

河北邢台——
统筹多种水源，推进地

下水超采治理

“5000 余亩小麦全部采用浅埋滴灌方

式进行灌溉，与传统灌溉相比，可节约用水

四成。”谈到节水灌溉的好处，河北省邢台

市宁晋县沃恒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白立

欣露出笑容。

“宁晋县年人均水资源量约 57 立方米，

仅为全国年人均水资源量的 2.7%。”宁晋县

水务局副局长李振合说，为向节水农业转

型，宁晋县推广冬小麦节水稳产配套技术、

水肥一体化和旱作雨养等项目 39个。

地下水超采治理，拧紧农业水龙头是

关键。河北通过大力发展滴灌、浅埋滴灌

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建设高标准农田提

升用水效率，稳定耕地季节性休耕规模，扩

大旱作雨养种植面积等措施，大力推进农

业节水。

邢台发展适水农业，累计实施高效节

水灌溉 256.44 万亩。超采区节水作物种植

实现全覆盖，河渠灌溉和井渠双灌面积达

到 233 万亩，占该市耕地面积的 25.3%。

在充分利用当地水、加大再生水等非

常规水源利用的基础上，华北地区想方设

法从外流域调水，增加水源供给。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邢台市七里河

退水闸口，南水北调主河道的水以 3 立方

米/秒的速度涌入七里河。

“自 2015 年以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已累计向邢台供水 22.85 亿立方米，其中

生态补水 12.25 亿立方米。这一举措有效

提高了受水区域地下水回补能力，实现浅

层地下水总体采补平衡。”邢台市水务局

水政水资源管理与节约用水科科长孙自

魁说。

为推进河渠生态补水，邢台统筹利用

引江水、水库水、外域水等多种水源，实现

21 条河道、144 条渠道、271 处坑塘全部有

水，形成有水河（渠）2011 公里。

2018 年以来，华北地区通过引江、引

黄等外流域调水向治理区供水 330 亿立方

米，其中 253 亿立方米用于保障经济社会

发展和水源置换；77 亿立方米用于河湖生

态补水。统筹当地水、外调水、再生水，在

永定河、潮白河、白洋淀等 48 条河湖持续

开展常态化补水和夏季集中补水，累计补

水 240 亿立方米。据监测分析，补水河流

入渗地下的水量累计超过 100 亿立方米，

促进了地下水回补和河湖生态环境复苏。

今年，水利部将在重点区域探索实施

深层地下水回补，持续推进南水北调工程

受水区地下水压采，全面推进三江平原、松

嫩平原、辽河平原、西辽河流域等 10 个重

点区域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贵州遵义——
完善工程建设，提升供

水能力

水在山下流，人在山上愁。难以想象，

在“天无三日晴”的贵州遵义，吃水一度会

成为难题。

“没吃上自来水前，我们村就指望着马

家沟水库，但水库库容不大，仅有 1 万立方

米。夏天太阳一大，水库就会见底。”前些

年，在遵义市汇川区山盆镇丁村村，村民朱

德林没少为水发愁。

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山区，工程

性缺水严重，加之群众居住分散，人高水低

的矛盾更为突出。2013 年起，贵州开展骨

干水源工程、引提灌工程和地下水利用工

程 。 截 至 目 前 ，全 省 已 建 在 建 水 库 工 程

2700 余座、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11 万余处，

全面提升了水安全保障能力。

去年 10 月，耗资 87 万元、历时半年的

丁村村农村供水工程正式竣工，村里家家

户户通上水管、安上水表，一开水龙头就能

用上干净水。

“目前丁村村农村供水工程覆盖全村 11
个村民组 600户 2500余人用水，不但能够满

足日常生活，种植养殖产业也能顺利开展。”

汇川区农水服务中心主任蒋利梅说，丁村村

还成立了管水委员会，共有 2 名主管水人员

和 11名分管水人员，负责全天候巡查与维护

供水工程。

截 至 目 前 ，汇 川 区 已 累 计 建 成 农 村

集中式供水工程 525 个，覆盖人数 34.4 万

人 ，集 中 供 水 率 96.7% 。 同 时 ，辖 区 内 11
个 镇（街）搭 建 村 级 用 水 户 协 会 103 个 ，

为 每 一 个 集 中 式 供 水 工 程 配 备 水 管 员 ，

其中公益性水管员 72 名，确保工程管护

落地落实见效。

“为科学合理利用水资源，我们多次发

出节水护水倡议，引导广大群众增强节水

意识，做节约用水的示范者。”遵义市水务

局水资源水保科有关负责人表示，2020 年

以来，全市新开工水库 18 座，总库容 1.79
亿立方米，同时新增农村供水项目 180 个，

这些工程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缓解当地

工程性缺水问题。

水利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0 项重大

水利工程实施后，预计可治理河道长度约

2950 公里，增加年供水能力约 420 亿立方

米。今年水利部将有序推进区域水网规划

建设，加强重要经济区、重要城市群、重点

生态功能区等水安全保障。

多措并举推进节水控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节约水 用好水
本报记者 秦瑞杰 张腾扬 苏 滨 王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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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节水既是节约资源，也
是保护环境。3 月 22 日至
28日是第三十六届“中国水
周”，2023年“节水中国 你
我 同 行”联 合 行 动同 步 启
动。日前，记者来到宁夏银
川、河北邢台、贵州遵义，探
访缺水地区如何缓解水资源
供需矛盾，实现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本报北京 3月 22日电 （记者李红梅）22 日 10 时，中央气象台

发布今年首个强对流天气预警，强对流天气影响区域主要是江南、

华南地区。未来三天，江南大部、华南北部等地还将有大范围较强

降雨，部分地区将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预计 22 日 14 时至 23 日 14 时，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南

部、福建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 8—10 级雷暴大风或冰雹

天气；浙江中南部、湖南南部、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

小时雨量为 20—50 毫米，局地可达 60 毫米以上。

今年首个强对流天气预警发布

近日，位于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

十 字 镇 的 2000 余 亩 油 菜 花 竞 相 绽

放。油菜花与茶园相映成趣，构成一

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吸引了周边城市

的市民自驾来此游玩。

图为十字镇的油菜花田。

李晓红 叶四清摄影报道

花田茶园相映

乡村景美如画

本报北京 3 月 22 日电 （记者刘诗瑶）北京时间 2023 年 3 月

22 日 17 时 09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一号甲运载

火箭，成功将天目一号气象星座 03 星、04 星、05 星、06 星发射升

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

用于提供商业气象数据服务。

我国成功发射天目一号气象
星座03星、04星、05星、06星

本报北京 3月 22日电 （记者王浩）3月

22日是世界水日。天津市屈家店水利枢纽于

22日 12时开闸放水，永定河 865公里河道再次

迎来春季全线流动，较 2022年提前 51天。

永定河是首都北京的母亲河。近年来，

水利部强化永定河水量统一调度，坚定不移

恢复永定河健康生命，2023 年力争实现全

年全线有水，维持全线流动 100 天至 120 天。

为确保目标实现，水利部科学谋划、系

统 推 进 2023 年 度 永 定 河 水 量 调 度 工 作 。

1 月初，水利部印发了永定河年度水量调度

计划。2 月初，永定河部分封冻河段冰面逐

渐消融，水利部会同相关单位，强化融冰期

水量调度管理，春季生态补水与永定河融冰

开河实现有序衔接，为实现年度调度目标奠

定了良好基础。下一步，水利部将组织海河

水利委员会等有关单位，强化统筹协调，进

一步细化调度安排，优化调度方式，科学精

准调控河道过流流量，利用有限水资源实现

全年全线有水目标。

永定河再次迎来全线流动
今年力争全线流动超百天

本报武汉 3 月 22 日电 （记者李霞）

记者从湖北省水利厅获悉：眼下正是春耕

备耕关键期，湖北全省各大中型灌区正紧

锣密鼓地合理调配用水，为农业生产提供

灌溉用水保障。目前，春灌期 2300 余万亩

灌区农田约 31.45 亿立方米的用水需求，通

过科学配置得到保障。

在降雨和来水连续多月持续偏少的情

况下，湖北各地把抗春旱、保灌溉、保民生

作为重要任务，充分利用雨洪资源储备抗

旱水源，保障全省库塘有水可调、有水可

用。截至 3 月 21 日，全省各地通过部门联

动、精打细算、统筹调度，开启 22 座沿江涵

闸、478 处泵站引水提水，调度 480 座水库、

59 个湖泊放水配水，累计调水 11.6 亿立方

米。其中，调度引江济汉工程开启泵站向

长湖、东荆河补水 7700 万立方米，调度鄂

北工程向襄阳、随州、孝感引水 5100 万立

方米。全省 133 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

供水 4.65 亿立方米，灌溉农田 1360 万亩。

合理调配用水

湖北2300余万亩灌区农田春灌得到保障

数据来源：水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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