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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雨纷纷”，唐代

诗人杜牧的诗句写景亦写情，

流传至今。

清明时节，万物“吐故纳

新 ”，大 地 呈 现 春 和 景 明 之

象。从气象规律来看，在我国

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清

明时节的确降水量相对较高。

清明前后，太阳直射点不

断向北移动，北半球日照时间

增加，大地逐渐回春。同时，

大气环流频繁调整。低纬度

地区洋面暖湿空气势力逐渐

加强，并在南支波动等环流系

统作用下持续输送至我国南

方地区。此时，我国北方地区

冷空气仍比较活跃，虽然实力

已无法与冬季时相提并论，但

仍不断向南压。于是，北方冷

气团与南方暖湿气团在江南地区频繁交汇，形成

气象学上的锋面。暖湿气团被冷空气抬升，在上

升过程中，气团温度不断降低，其中的水汽逐渐

凝结并形成大量水滴，降落至地面成为降雨。在

上述因素叠加影响下，4 月上旬江南地区出现阴

雨天气的概率比较高。

“ 润 物 细 无 声 ”是 清 明 时 节 春 雨 的 真 实 写

照。从 1991—2020 年气象观测资料来看，清明

时节的降雨量不大，以小到中雨为主。在 4 月 1
日至 10 日期间，江南地区的降水日数能达到 4 至

5 天，部分地区的降水日数甚至超过 5 天。清明

时节，成片或大面积的阴雨天不只偏爱江南地

区 。 1991—2020 年 气 象 观 测 资 料 显 示 ，4 月 上

旬，四川盆地东部、华南北部等地区出现降雨的

平均日数也有 3 至 4 天。在北方地区，降水就比

较少了。

清明时节，在海平面气压场形势图上，经常

能观测到低压系统活动，受低压系统、冷暖空气

交汇以及季风影响，我国南方地区阴雨天气较

多。 4 月初也往往是华南前汛期开始之时，也

就是华南雨季拉开大幕之时。前汛期的华南地

区时而阴雨绵绵，时而暴雨倾盆，暖湿雨雾天气

增多。

春雨贵如油。清明时节仍处于春耕阶段，

此 时 的 降 水 对 农 业 生 产 来 说 至 关 重 要 。 农 作

物的生长对水有较高的要求，春天的细雨滋润

大 地 ，为 作 物 的 萌 发 生 长 以 及 小 麦 、油 菜 等 越

冬 作 物 的 返 青 提 供 了 良 好 条 件 。 对 有 些 地 区

来 说 ，还 可 缓 解 秋 冬 季 以 来 持 续 的 旱 情 ，减 少

人工灌溉的成本。但是，长时间的阴雨天气也

会带来光照减少和气温偏低等问题，对作物生

长 产 生 不 利 影 响 。 累 计 降 水 量 大 的 地 方 还 可

能 会 有 渍 涝 风 险 ，并 出 现 病 虫 害 、土 壤 板 结 等

一系列连锁问题，需时时关注降水量并提前做

好防范工作。

今年清明时节仍是雨纷纷，南方大部地区均

有雨水降落，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大雨倾盆。未

来 10 天，江南、华南北部等地仍有降雨，其中江

南中部和西南部、华南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量可

达 80—150 毫米。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春日里，宜播种、植

树，撒下春天的希望，期待秋日的丰收。

（作者为中央气象台预报员，本报记者李红

梅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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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渐停，空气中混合着草木清香。重庆美

心集团的厂区内满目翠绿、花朵盛放，远处传来

阵阵鸟鸣。很难想象，这是一家生产门窗的制

造业企业。美心集团旗下的重庆美心·麦森门

业有限公司，2019 年被认定为全国第四批国家

级绿色工厂之一。

什么是绿色工厂？我国首次制定发布的绿

色工厂相关标准——2018 年实施的《绿色工厂

评价通则》显示：绿色工厂是实现了用地集约化、

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

化的工厂。作为制造业重镇，近年来，重庆大力

推动企业绿色转型，重庆市相关部门联合印发

的《重庆市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十

四五”末，重庆将累计建成市级及以上绿色园区

30 个以上、绿色工厂 300 家以上，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能耗较 2020年下降 14.5%。

增加绿化、保持良好生态，
建设绿色厂区

刚进入美心集团的厂区，一名戴着草帽、扛

着锄头、手拿菜叶的工作人员匆匆走过。

“老向，又上去看你的小菜园了？”厂区内的

一位同事问道。

“是啊，刚去楼上把地翻了翻，这不，莴笋也

能摘了。”看见手中的菜叶子上还挂着早上的雨

水，向波笑了。

在美心集团生产厂区，楼顶郁郁葱葱。整

个楼顶被分成了一块块小菜地，蒜苗、大葱、洋

芋……“大伙儿自愿认领菜地，工作空余时间都

可以上来种地。”向波说，员工可以在这个面积

达 2 万多平方米的“开心农场”种植蔬菜、水果、

谷物、花卉等。

近年来，重庆的制造业企业纷纷建设“花园

式工厂”。在位于两江新区的中国船舶集团海

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总装基地，满眼都是

树木、花草，还能看见泛着涟漪的水池、精心摆

放的绿植和生机盎然的鲜花。较高的绿化率，

能让厂区保持良好生态，也为厂区装上了一层

冬暖夏凉的“保护罩”，同时减少了噪声扩散。

此外，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厂区运转能耗，推

动企业绿色发展，重庆的工业企业没少下功夫

——充分利用自然光线，减少电能损耗；厂区进

行绿色建筑改造，降低运转能耗；合理布置高噪

声设备，综合采取减振、隔声和消声等防治措施

降噪……

不久前，位于长江边的重庆经济技术开发

区成功创建 2022 年度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

近年来，重庆经开区持续开展绿化行动，已累计

完 成 栽 种 行 道 树 3.05 万 株 ，管 护 绿 地 面 积 约

189.60 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52.62%，绿色

本底不断夯实。

革新技术、降低能耗，打造
绿色生产线

如何在生产线的运转中实现绿色化？重庆

给出的答案是降低能耗、提高效率。

“‘熟料煅烧’是水泥生产的关键环节。”冀

东水泥璧山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助理韩伟告诉记

者，煅烧的主要燃料是煤，如果使用传统设备、工

艺和材料，会产生较高的能耗，且会造成一定环

境污染。近年来，该公司以传统的水泥生产为

基础，在生产原料上，用碳酸钙、氧化钙替代部分

石灰石，减少了石灰石在二次燃烧中产生的二

氧化碳，仅此一项每年便为公司节约成本 800 余

万元。在燃烧原料上，公司用废旧的轮胎颗粒

为替代品，减少煤的使用量，全年使用木屑等替

代燃料 10 余种，进一步降低能耗和污染。“公司

每年生产水泥熟料 160 余万吨，如今每吨熟料加

工的用煤量从过去的 108公斤降至 90公斤以内，

每年可为公司节约成本 2000多万元。”韩伟说。

生产线的绿色升级，让更多企业逐渐走向

行业前列。

以前，最让美心集团制造总厂技术中心主

任王万贵头疼的就是空气压缩机。“耗电量大，

效率还不行。”王万贵说，空气压缩机用电量曾

一度占全厂用电量的 12%。通过对工艺进行优

化 升 级 ，现 在 ，15 台 设 备 每 天 能 耗 从 原 来 的

1200 千 瓦 时 降 低 至 930 千 瓦 时 ，节 能 成 果 明

显。美心集团每年可节电 120 万千瓦时，减排

二氧化碳 942 吨。

依托大数据、智能化手段，重庆绿色企业逐

步实现能源精益管理。

走进位于长寿经开区的国家级绿色工厂

——重庆小康动力有限公司，在总装五线的生

产车间里，一个个机器人在车间里穿梭。“我们采

用了发动机冷试技术，在不点燃的情况下可以

测出 1000 多个发动机的相关参数，每年可减少

600 多吨二氧化碳排放。”小康动力有限公司项

目负责人李平介绍，此外我们还投资 1600 多万

元修建了切屑集中处理系统，使废水更换从原

来的一年两次变为现在的五年一次，每年可减

少 60多吨废水排放，节约资金 20余万元。

近年来，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指导

企业开展绿色化改造，利用市级工业和信息化

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绿色技改项目进行重点

支持。同时，鼓励第三方机构发挥技术服务支

撑作用，对企业及各产业园区开展技术帮扶，帮

助企业、园区提升“含绿量”。

有效利用能源资源，创新
绿色产品

“市场价贵了，但是产品销量不降反升。”美

心集团旗下的门窗企业窗类销售总监夏永昇口

中的产品，是近年来新增的窗户品种。

一 扇 外 表 看 上 去 平 平 无 奇 的 窗 户 ，贵 在

哪？原来是因为它是绿色产品。

在窗户的金属架构中间，美心集团创新使

用了物理隔断技术，使金属窗框的导热性能急

剧下降。“再加上中空的玻璃设计，在夏天室外

温度较高的情况下，大大减少了通过窗户向室

内传导的热量。”夏永昇说。

打造绿色产品是美心集团建厂以来一直秉

持的初衷。利用木屑、麦秸等各种废旧纤维，经

特殊工艺处理后模压成板材，替代原有钢材、木

材进行门扇开发，能够节约实木原材料，保护环

境。PVC 覆膜技术则让门板的装饰从传统的

喷漆环节中脱离出来，减少了气味等对产品的

影响。

如今，越来越多的绿色工业产品被应用在人

们的生活中。在重庆九龙坡区的格力集团生产

车间，一台台空调组装下线，“根据建筑特征自适

应控制的空调器”节能技术路线，攻克行业技术

难题，全年能耗降低 20%；由中国海装牵头多家优

势企业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台深远海浮式风电装

备“扶摇号”成功下线，该机组单机容量达 6250千

瓦，可为 3万户家庭提供清洁电力……

近年来，重庆的许多企业不约而同开展传

统产业绿色改造升级，在“智慧+”“创新+”“绿

色+”路线下，建设绿色工厂，让“含绿量”促进

提升“含金量”，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

合、园区循环化改造齐头并进。

“十四五”以来，重庆深入开展绿色制造体

系建设，加速打造以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

园区、绿色供应链为主体的绿色制造标杆示范

和领军力量。截至目前，重庆全市累计创建国

家级绿色工厂 81 家、绿色园区 8 个、绿色设计产

品 60 种、绿色供应链 8 条，创建数量不断提高。

接下来，重庆将加强再生资源领域行业规范条

件企业创建，争取到 2025 年培育再生资源综合

利用行业规范企业 20 家。

上图：冀东水泥璧山公司厂区鸟瞰。

冀东水泥璧山有限责任公司供图

重庆优化制造业体系，培育创建机制—

创绿色工厂 助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常碧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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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工厂是实现了用地集
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
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
厂。近年来，重庆大力推动企业
绿色转型，通过建设绿色厂区、
打造绿色生产线、创新绿色产品
等系列措施，助推当地工业绿色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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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隐患 23207 处，其中改扩建 3113 处、D
级危房 1576 处、地下开挖 235 处……”走进福建

省福州市应急指挥中心，福州市房屋安全“底

数”一目了然，隐患情况、排查情况、验收情况悉

数“上墙”、实时更新。

“去年 7 月，我们完成了第一次全国自然灾

害综合风险普查住建部门调查数据的质检验收

工作，共完成房屋建筑调查总数 196 万余栋，总

建筑面积约 95779 万平方米。”福州市住房保障

和房产管理局工作人员蔡宏强介绍，他们通过

普查全面掌握了全市各区域房屋建筑情况分布

等信息，实现了“一房一档”。

2018 年 10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加强自然

灾害防治关系国计民生，要建立高效科学的自

然灾害防治体系，提高全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

力，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

提供有力保障”。

为全面掌握我国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情况，

提 升 全 社 会 抵 御 自 然 灾 害 的 综 合 防 范 能 力 ，

2020 年 5 月 31 日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 相 关 通

知，提出于 2020 年至 2022 年开展第一次全国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近 3 年来，国务院第一

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

单位、各地区组织近 500 万名专业技术人员开

展普查调查，共获取全国灾害风险要素数据数

十亿条。

海量数据，涉及哪些领域，包含哪些内容？

国家减灾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普查办主任郑国

光亮出“成绩单”：应急方面，综合减灾能力信息

450多万条；气象方面，10种气象灾害致灾因子信

息 664万条；林草方面，可燃物样地 11万多个；交

通方面，公路路线 500 多万公里；水利方面，干旱

致灾调查数据 7万多条……“目前，全国自然灾害

致灾因子、承灾体、历史灾害、综合减灾能力、重点

隐患等专题数据集已形成。”郑国光说。

“我国城乡房屋建筑第一次有了‘数字身份

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普查工作专班牵头人

张巍介绍，以 2020 年底为标准时点，目前已采

集了卫星遥感影像图上可见的每一栋房屋的相

关信息，下一步将加强数据在自建房安全整治、

房屋抗震安全隐患筛查等方面的应用。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一项

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相当于一次多方位、多维

度的“健康检查”。通过这次普查，我国首次摸

清 了 房 屋 建 筑 和 全 国 森 林 可 燃 物 载 量 的“家

底”，实现了各类灾害风险要素空间数据的全面

采集，补齐了 1978 年以来长时间序列县级尺度

历史灾害数据，第一次开展了覆盖“全国—省—

市—县—乡镇—社区村—家户”的全国综合减

灾能力调查，为多维度分析我国减灾能力状况

提供了数据基础。

枕山、面海、襟江……多年以来，福建晋江市

面临着自然灾害重发、频发的挑战。“台风、风暴潮

是最主要的海洋灾害，威胁着沿海居民的生命和

生产安全。”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郑小滨

介绍，平均每年登陆晋江市的台风有 6—7 场，通

过此次普查完成了承灾体风险隐患排查，全面摸

清了晋江市 121 公里海岸线海洋灾害基本情况，

“这让我们工作起来更有抓手、效率更高。”

“我们汇集了 6 类水利调查、23 类重点隐

患、24 类承灾体、43 年历史灾害等普查成果数

据。”湖北省普查办主任、应急管理厅副厅长杨

光武说，通过普查数据汇交入库，分析确定了武

汉全市 635 处易渍点，并进行实时监测、风险自

动识别。

摸清灾害国情，助力安全发展。“接下来，我

们将进一步完善国家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基础数

据库，形成常态化的普查评估工作机制和技术

保障能力，让普查成果在防灾减灾中发挥更大

作用。”国务院普查办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风险

监测和综合减灾司副司长袁艺说。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摸清风险要素 提升保障能力
本报记者 刘温馨

本报北京 4 月 5 日电 （记者王浩）4 日上午 10
时，岳城水库加大下泄流量，位于山东德州的四女

寺枢纽南运河节制闸开启，岳城水库水经卫运河与

南水北调水、引黄水汇合，进入南运河；位于天津

静海区的九宣闸枢纽南运河节制闸开启，清水经南

运河与天津本地水汇合；位于天津河北区的新开河

耳闸开启，引滦水进入京杭大运河天津市中心城区

段。至此，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段 707 公里全线实

现 有 流 动 的 水 ，京 杭 大 运 河 再 次 实 现 全 线 水 流

贯通。

受历史演变、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影响，一个时

期以来，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河段水资源严重短缺，

河道断流、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

2022 年 ，水 利 部 联 合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山 东 四 省

（市）开展了京杭大运河 2022 年全线贯通补水工作，

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水流贯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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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京杭大运河补水于 3 月 1 日启动，此次补

水综合考虑各补水水源条件，结合沿线春灌需求，较

2022 年提前一个半月。此次计划补水水量为 4.65
亿立方米，其中用于置换沿线农业灌溉取用深层地

下水水量约 2.08 亿立方米。截至 4 月 3 日，已累计向

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河段补水 19121 万立方米，完

成计划补水量的 41.1%。补水工作计划 5 月底完成，

并根据水源来水情况尽量延长全线贯通时长。

京杭大运河再次实现全线水流贯通
今年计划补水4.65亿立方米

近日，安徽绩溪县家朋

乡 梅 干 岭 梯 田 油 菜 花 竞 相

绽放，在云雾映衬下，恰似

一 幅 娟 秀 柔 美 的 乡 村 春

景图。

近年来，当地结合美丽

乡村建设和特色民俗活动，

大 力 开 展 农 村 生 态 环 境 整

治，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打造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生

活富裕的美丽新农村。

李晓红摄（人民视觉）

安徽绩溪——

油菜花开乡村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