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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24 日电 （记者郁静

娴）记者从农业农村部日前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去年我国持续推进长江

十年禁渔，组织沿江 15 省份密集开展专

项执法行动，累计出动船艇 15 万艘次、

人员 198 万人次，水上巡航超过 550 万公

里，陆上巡查超过 1000 万公里，共查办

案件 2.74 万件，查获涉案船舶 2105 艘、

涉案人员 30644 人，取缔涉渔“三无”船

舶 5720 艘，清理非法钓具 12.4 万个。通

过高压严打，非法捕捞高发态势得到有

效遏制，长江流域禁捕秩序总体稳定。

长 江 口 水 域 是 长 江 刀 鲚 、中 华 绒

螯蟹等重要经济物种以及中华鲟等珍

稀濒危物种江海洄游的重要通道。为

加 强 水 生 动 物 保 护 、提 升 长 江 禁 渔 的

效 果 ，经 国 务 院 同 意 ，2020 年 农 业 农

村 部 发 布 通 告 ，设 立 长 江 口 禁 捕 管

理区。

总体看，经过各成员单位的联动整

治、持续打击，近两年长江口非法捕捞的

刑事案件数量明显下降，特别是团伙化、

规模化、链条化的非法捕捞重特大案件

显著减少。调查结果显示，本世纪初在

两湖几乎消失的野生长江刀鲚，目前在

鄱阳湖中已经存在较大的生殖洄游群

体，而且已上溯到了长江中游和洞庭湖，

长江口青草沙水域也发现了多年未见的

长江江豚，说明长江口的江海洄游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水域生

态环境向好。

据介绍，随着水生生物资源的持续恢复，非法捕捞反弹

压力也在不断加大。“中国渔政亮剑 2024”系列专项执法行

动将进一步加强跨区域、跨部门的执法合作，完善执法平台

互通、资源共享、行刑衔接等长效协作机制，充分发挥基层

组织和护渔员的协助、巡护作用，进一步健全完善网格化管

理体系。同时，落实长江退捕禁捕专班的专项行动计划，聚

焦重点区域、人群、场所和物种，持续开展“一江两湖七河”

交界水域、长江口禁捕管理区等五大联合执法行动，始终保

持高压严管态势。

春季是多数鱼类的产卵季节，清明前后更是非法捕捞销

售野生长江刀鲚的易发高发期。近期，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

部启动开展了长江“春季护渔”区域会战，其中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打击春季非法捕捞销售野生长江刀鲚的行为。据悉，有

关部门今年将继续组织长三角地区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紧

盯违法犯罪的链条和非法渔获物的流向，采取错时巡查、异地

出艇、暗查暗访、夜间值守等多种手段，从重从严、从准从快、

打击遏制非法捕捞销售野生长江刀鲚行为，确保禁渔管理秩

序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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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24 日电 （记者李红梅）

日前，中国气象局公布 2023 年度气象高质量

发展十大进展。

这十大进展分别为：《气象高质量发展

纲要（2022—2035 年）》实施取得积极进展，

气象发展水平较上年提高 4.8%；成功发射两

颗风云气象卫星，实现了“上午、下午、黎明、

倾斜”四轨组网，我国气象卫星监测体系更

加完备；全球/区域数值天气预报精准能力

和精细化水平显著提升，全球空间分辨率从

25 公里提高到 12.5 公里，区域天气数值预报

模式实现 1 公里分辨率逐小时更新，北半球

可用预报天数首次稳定突破 8 天；建成新一

代气象超算系统，综合算力显著增强，为自

主研发地球系统数值预报模式、气象大模型

等关键核心技术提供算力支持；全球智能数

字预报产品体系向精细化、三维空间拓展，

预报准确率平均提高 4.6%；新增和升级天气

雷达 150 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监测预警能

力进一步增强，强对流天气预警信号平均提

前 43 分钟；气象服务能力持续提升，2023 年

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为 92.4 分；气象科技与

人才创新平台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显著激发

创新活力；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影响面积约

505 万平方公里，人工增雨作业增加降水约

343 亿立方米，在人工防雹消雹、人工增雨抗

旱、改善生态环境、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取

得明显效益；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的气象探空

系 统 投 入 应 用 ，大 气 垂 直 观 测 能 力 明 显

提高。

2023年度气象高质量发展十大进展公布

气象卫星监测体系更加完备

本报北京 3 月 24 日电 （记者丁怡婷）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等五部

门印发通知，部署加快城市生活污水管网补

短板，建立运行维护长效机制。根据通知，

到 2027 年，基本消除城市建成区生活污水

直排口和设施空白区，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

集率达到 73%以上，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综合效能显著提升。

通知就推进设施体系建设、加强管网设

施管理、完善管网运行维护机制等提出相关

举措。推进设施体系建设方面，各地要按照

每 5 至 10 年完成一轮城市生活污水管网排

查滚动摸排的要求，持续推进管网现状评估

和修复工作，建立管网长效管理与考核评估

机制。同时，要全面开展超使用年限、材质

落后、问题突出排水设施的更新改造。

保障措施方面，各地要建立健全费用保

障机制，合理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加强污

水管网建设和运行维护，地方人民政府可视

情况给予运营补贴，保障污水管网设施正常、

可持续运行。允许地方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支持符合条件的污水管网建设和改造项

目。鼓励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为污水管网

建设和改造项目提供融资支持。鼓励社会资

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研究探索规范

项目收益权、特许经营权等质押融资担保。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到

2022 年末，城市排水管道总长度为 91.35 万

公里，同比增长 4.73%；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

达 2.16 亿立方米/日，同比增长 4.04%。

五部门部署加快城市生活污水管网补短板
建立运行维护长效机制

站在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的东深供水工程纪念园俯瞰，可

见一脉清澈的水流缓缓流入金湖泵站，又顺着一条架在半空

中的渡槽向南流去。“这是东深供水工程 68 公里线路上的最

后一个泵站，水位被抬高后自然流入深圳水库，进而给香港

供水。”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塘厦供水管理部负责人陈晓

岭说。

始建于 1964 年的东深供水工程历经 3 次扩建和全面改

造，年供水能力由初期的 0.68 亿立方米提升到 24.23 亿立方

米，输水系统由石马河天然河道升级为全封闭的专用管道，

实现清污分流、“量”“质”双保。

近年来，东莞市借力“数智”赋能，加强覆盖“取水—引水—

输水—供水”的全链条“智慧水务”建设。

位于东莞市桥头镇的太园抽水站，是东深供水工程设在

东江的第一级取水口。随着工作人员邓雷的操作，无人机监

控画面实时显示在控制大屏上。“这些无人机已经提前设定

好航线，可以进行自动巡查。通过实时画面，管理人员在办

公室就能监控到水流、江面船只等情况，若有异常即刻响

应。”邓雷说。

除了空中无人机全视野自动巡查，在地面，工程泵站应用

“厂站智能巡检系统”；在水面，引入水质监测无人船等设备，让

水质监测效率大为提升。东莞市创新机制，充分利用数字孪生

等信息化、智慧化手段，推进河湖管护治理科学高效。

广东东莞加强智慧水务建设
推进河湖管护治理科学高效

本报记者 贺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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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转暖，山东省齐河县豆腐窝灌区，焦

庙镇靛池村种粮大户李建国在田间忙春灌。

他管理的 4000 多亩地用上了喷灌、滴灌设

备，亩均节水近三成。

2023 年，我国用水总量保持在 6000 亿立

方米左右，与 2014 年相比，万元国内生产总

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

41.7%、55.1%；2023 年，全国处置盘活批而未

供和闲置土地 800 多万亩。“十三五”时期，全

国共修复治理矿山 400 多万亩。加强资源节

约集约循环利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

低碳化，我国坚持节水优先方针，积极统筹保

护利用土地、矿产、海洋等各类资源，推行全

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持续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

精打细算，高效盘活存量

“建好了高标准农田，装上地埋式自动伸

缩喷灌设备，用上水肥一体化技术，算下来每

亩地每年省水 30 多立方米。”河北省大名县

大街镇韩赵村村民韩海刚说。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增效。

水利部门推进节水型灌区建设，推广农业节

水技术，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 2014 年

的 0.530 提高到 2023 年的 0.576。今年将继续

坚持以水定地，围绕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

合理用水需求，科学制订供用水计划，强化农

业节水灌溉管理，进一步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工业节水减排方面，2023年，水利部联合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

艺、技术和装备 171项。今年将推动全国年用

水量 1万立方米及以上的工业服务业单位计划

用水管理实现全覆盖，严格超计划用水监管。

我国还深入实施城镇节水降损。截至目

前，全国共建成 1763 个节水型社会达标县，

今年将启动实施节水型社会示范建设，统筹

推进节水型城市、园区、居民小区等创建。

自然资源部围绕盘活利用存量用地，聚

焦低效用地再开发，从规划统筹、收储支撑、

政策激励、基础保障方面支持各地探索创新。

浙江省宁波市在村庄规划编制中积极探

索以活化闲置的宅基地、低效的生产性经营

性用地、废弃的农村公共社会用地等存量空

间推进村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配套提升城

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上海市坚持规

划引领，统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探索超大城

市乡村空间治理新路径，松江区泖港镇黄桥

村通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优化配置空间资

源，结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盘活

乡村存量建设用地，解决乡村地区土地供求

矛盾。福建省泉州市摸清全市低效用地家底

25.6 万亩，推进 34 个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试

点 项 目 ，盘 活 城 镇 低 效 用 地 约 1.24 万 亩 。

2023 年 9 月，自然资源部在北京等 15 省份的

43 个城市部署开展

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聚

焦盘活利用存量土地，提高土地

利用效率。持续落实节约集约用地要

求，我国各地积极开展制度供给和实践探索，

紧盯源头节约，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强化

管控，优化选址，严格审查。同时积极推动用

地方式转变，探索存量换增量、地下换地上、

资金技术换空间。

开源节流，创新激活增量

2023 年 11 月，《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推

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工作的通知》发布，鼓励

养殖、跨海桥梁、海底电缆管道等在同一海域

空间范围内与其他用海活动互不排斥或影响

有限的用海进行立体分层设权，进一步提高

海域资源利用效率，对于促进海域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和有效保护、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拓展新空间、新路径，持续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应用新理念、新技术，增加更多资源利

用的可能性。

2022 年，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了新一轮

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目录

评选更新工作，遴选产生了 317 项先进适用

技术，并形成目录。在此基础上，2023 年，各

级各行业各单位瞄准产学研用协同推广，打

造出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生产一体化新格

局，助推了矿产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和矿业

发展动力加速转换。同时，自然资源部选取

10 省份开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

估试点，制定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

评估办法（试行）》；推动构建覆盖所有在产矿

山涉及 125个矿种的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

与综合利用率的标准体系，累计建设 1000 多

家国家级绿色矿山。

循环利用再生水，让山东威海热电集团

有限公司从用水大户变成节水大户。“我们建

成再生水处理基地，工业废水处理成再生水，

广泛用于冷却补水、供热管网补水和机组补

水，每年节水约 800万立方米，节省资金 1873万

元。”威海热电集团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非常规水源，利用潜力巨大。水利部积

极推广再生水、集蓄雨水、海水及海水淡化

水、微咸水、矿坑（井）水等非常规水源，促进

水资源循环利用。据初步统计，2023 年，我

国非常规水源利用量达 210 亿立方米左右，

为 2014 年的 3.5 倍。

今年，水利部将指导典型地区再生水利

用配置试点城市高质量推进试点建设，完善

再生水定价机制，培育再生水交易市场，着力

扩大非常规水源利用领域和规模。

健全机制，完善资源管理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

刘彦认为，全力推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一要推动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统筹土地、

矿产、海洋等各类资源要素一体化节约集约

利用，推行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二要加

快推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评价评估制度建

设，完善土地利用标准等一系列节约集约标

准；三要加大新能源等产业用地支持力度，严

把产业准入，着力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

平项目盲目落地上马。

保障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各有关部

门健全相关机制，落实落细资源管控。

自然资源部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重

大项目保障更加精准，地方用地发展空间不

断释放。严格审核控制新增围填海项目，除

国家重大项目外，全面禁止围填海，会同有关

部门严格审核新增围填海造地项目，并强化

用岛项目规划约束和用途管制。

水利部完善制度建设，强化省市县三级

总量强度控制指标刚性约束，严格用水定额

执行、节水准入标准制定、节水评价审查等，

确保到 2025年全国年用水总量控制在 6400亿

立方米以内。发挥市场作用，着力发展节水

产业，推广合同节水管理，不断健全用水产品

标准体系，推进产业智慧节水，促进节水产业

数字化转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高标准建设

节水产业园区、打造节水产业高地。

“我们坚持两手发力，形成节水合力，不

断推动重点领域区域节水，建立健全节水制

度政策，持续提升全民节水意识，高质量推进

节水型社会建设。”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主任

蒋牧宸说。

节约用水节约用水，，高效用地高效用地，，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

转变资源利用方式转变资源利用方式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常常 钦钦 王王 浩浩

核心阅读

近年来，我国坚持节水优
先方针，积极统筹保护利用土
地、矿产、海洋等各类资源，通
过创新实践探索、建立健全机
制，不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
环利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
色化、低碳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