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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

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中外人员往来

系列政策措施取得的成效。今年一季

度，外国人来华同比大幅增加，较 2023
年同期增长 3 倍多。外国人来华以旅

游观光最多，占到三成以上，其次为商

务、探亲访友、工作、学习等。

口岸出入境流量快速增长。今年

一季度，粤港澳陆路口岸港澳居民与

内地居民“北上南下”热潮持续，出入

境流量已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广

深港高铁西九龙站、港珠澳大桥、莲

塘、横琴等口岸屡次刷新口岸单日出

入境峰值纪录；陆地边境口岸流量稳

步恢复，磨憨、打洛、霍尔果斯等 30 余

个口岸已超过 2019 年同期水平；大型

空港口岸流量增长迅速，上海浦东、广

州白云、深圳宝安、厦门高崎等枢纽机

场已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七成以上；

随着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投

入商业运营，国际邮轮公司陆续回归

中国市场，上海、天津、厦门、深圳等邮

轮 口 岸 陆 续 迎 来 出 入 境 邮 轮 通 关

高峰。

国家移民管理局推出一系列促进

中外人员往来的政策措施。去年起，

中国先后对新加坡、文莱恢复入境免

签政策，对法国、泰国、瑞士等 13 个国

家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入境免签政

策。截至目前，上述 15 国共有 98.9 万

人次外籍人员免签入境来华，占到相

关国家来华人员总数的六成多，呈现

上升趋势。

国 家 移 民 管 理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政策施行以来，共有 21.1 万人次外

籍人员通过申办口岸签证入境，共计

25.3 万人次在华外籍人员申请办理签

证延期、换发、补发和停留居留证件。

2 月 9 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扩大 59
国人员免签入境海南事由，政策实施

两个多月时间以来，共有 4.9 万人次外籍人员通过免签入境海

南。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随着国际航线航班逐步恢复，政策知

晓度逐步扩大，入境海南外籍人员数量将持续稳步增长，政策效

果将进一步显现。

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应对口岸出入境流量

快速增长，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密切监测口

岸实时流量，并在节假日期间发布口岸通关“两公布一提示”，确

保客流高峰时段及时削峰、动态削峰，进一步提升口岸通关保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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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18 日电 （记者李昌禹）日前，民政部正式

发布《社会组织基础术语》《行业协会商会自身建设指南》《学

术类社会团体自身建设指南》《社会服务机构自身建设指南》

等 4 项社会组织行业标准。该批标准是我国首批国家层面制

定 的 社 会 组 织 服 务 领 域 行 业 标 准 ，将 于 2024 年 5 月 1 日 起

施行。

4 项社会组织行业标准凝练了社会组织管理服务中的有益

经验，为社会组织加强内部治理树立了标杆，有助于社会组织不

断提升法人治理能力、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社会组织基础术语》汇集了常用社会组织管理基础术语，

能够帮助使用者理解社会组织管理的基础术语，以便规范、有效

地实施社会组织管理，实现社会组织管理其他标准的功能与价

值，并为社会组织管理的其他标准奠定基础。《行业协会商会自

身建设指南》《学术类社会团体自身建设指南》《社会服务机构自

身建设指南》旨在帮助行业协会商会、学术类社会团体、社会服

务机构等三类社会组织规范内部治理，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和组

织绩效，提升防范化解风险能力。

四项社会组织管理服务领域行业标准发布

本报广州 4月 18日电 （记者李纵）记者从广东省水利厅获

悉：截至 4 月上旬，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以下简称“环

北广东工程”）全线隧洞已累计掘进超万米，未来广东还将重点

推进环北广东工程二期规划建设，解决雷州半岛缺水难题。

广东水利投资去年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当前，广东水

网建设规划已编制完成，谋划了总投资超 1.3 万亿元的省级水

网骨干项目，顶层设计更加完善。”广东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突出以空间均衡为引领，系统谋划广东水网

建设。

环北广东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和重大水利民生工程，

工程全线 17 个施工标已全部开工，计划 2030 年建成通水。截至

4 月上旬，完成投资 55.45 亿元，全线参建人员 9525 人，大型机械

设备进场 4106 台，全线隧洞累计掘进 11.59 公里。

据悉，该工程惠及人口 1800 万，建成后可改善供水格局，缓

解缺水情势，并为农业灌溉提供水源，长远解决粤西地区水资源

承载能力与经济发展布局不匹配问题。工程还可为退减超采地

下水、退还挤占的农业和生态水量创造条件，大幅提高区域供水

安全保障能力。

广东充分发挥重大水网骨干工程牵引作用，以环北广东工

程助推“百千万工程”和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一是指导粤西四市

规划建设好支线工程、水厂等 18 宗配套工程建设，计划投资 157
亿元。二是以碧带建设为重点，打造高品质城乡绿美生态。三

是以推进灌区建设为重点，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四是打造绿色

水经济新业态，深入挖掘环北广东工程的文旅价值，推进工程沿

线县镇村高质量发展。五是全力推动参建企业助力帮扶，增加

当地就业人口，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据初步统计，累计贡献

20.87 亿元，吸纳当地就业 4300 余人。

未来，广东还将重点推进环北广东工程二期规划建设，通过

实施雷州半岛百库千塘万池输水储水网络工程、雷州半岛灌区

工程和绿美雷州半岛水美乡村建设三个项目，加快构建江、河、

湖、库、塘、池相互贯通的区域水网，建设 450 万亩雷州半岛大型

灌区。

全线隧洞掘进超万米

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加快建设

本版责编：吴 燕 臧春蕾 张伟昊

作为世界渔业大国里首个实现养殖产量

超过捕捞业的国家，我国内陆河流、湖泊、水

库和坑塘等水域滩涂面积 5.5亿亩，适宜开展

养殖生产的内陆水面面积约 1 亿亩，宜渔水

域面积广阔。“渔业领域践行大食物观有基

础、有优势，潜力巨大。”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

管理局局长刘新中说。各地坚持数量和质量

并重、生产和生态协调、发展和安全统筹，加

快由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不断提

高产业生态化、集约化和智能化水平。

池塘养殖、近海养殖以及天然捕捞是我

国水产品保供的基本盘。看总量，2023 年，

我国全年水产品总产量达 7100 万吨，比上年

增长 3.4%，其中，养殖产量占比达 81.9%。看

人均，水产品人均占有量超过 48 公斤；看品

种，水产养殖种类达 300 种以上，涵盖鱼、虾、

蟹、贝、藻等各类水产品种。

提成色，现代养殖更趋绿色集约——

促进优质品种选育。截至 2022 年，我国

工厂化水产养殖水体达 1 亿多立方米。全国

先后发展各类水产苗种繁育主体 2 万余家，

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数量达到 101 家，实现

鱼虾蟹贝藻鳖参全覆盖。

生态底色愈发鲜明。截至 2023 年底，全

国共创建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

289 个，面积 2927 万亩，建立了适应本地特

色的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和优质养殖水产品

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公报》显示，与 2007 年相比，水产养殖化学

需氧量、总氮和总磷的单位产量排放强度分

别降低了 20.0%、23.8%、30.7%。

拓空间，面向碧海打造“蓝色粮仓”——

现 代 海 洋 牧 场 初 具 规 模 。 2023 年 ，我

国统筹渔业发展补助资金 3.9 亿元支持 39
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目前已建

成海洋牧场 300 多个。据测算，已建成的海

洋牧场，每年固碳量 56 万吨，消减氮 4.9 万

吨 、磷 2000 余 吨 ，年 产 生 生 态 效 益 1700 余

亿元。

耕海牧渔，向深远海挺进。2022 年，全

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 39.3 万吨，占海水鱼类

养殖产量的两成以上。沿海各地培育出大

黄鱼“甬岱 1 号”“富发 1 号”和金鲳“晨海 1
号”等适合深远海养殖的新品种。去年，我

国首艘南极磷虾捕捞加工船“深蓝号”正式

入渔南极。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发展战略研

究中心主任徐乐俊表示，更好满足消费者

对优质水产品的需求，一方面要通过培育

优质水产品种、推广高值名优品种、提升养

殖技术等措施，合理调整水产养殖品种结

构，增加高品质水产品供给。另一方面，要

加强水产品冷链物流建设，进一步拓展西

部地区水产品消费市场，加快构建“水产品

产地—物流基地—销售地区”的冷链物流

渠道。

作为首个实现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业的渔业大国

我国水产养殖种类达300种以上
本报记者 郁静娴

核心阅读

江苏省苏州市打造
生态养殖示范园，让养蟹
有了“科技范”。物联网实
时监测调控水质、无人机
遥控投放饵料、流水线上
自动捆扎和分拣……标
准化的养殖不仅提升了蟹
的品质，更通过生态处理
系统让尾水实现零排放，
既实现了“螃蟹肥”，又保
障了“太湖美”。

■大数据观察
践行大食物观
R

■快评R

用上新科技，告别靠天吃饭；尾水生态

回收，不给太湖“添负担”……从传统的围网

养殖向生态养殖转型后，蟹农们惊喜地发现

养蟹变得省力省心、效益提升，还保护了太

湖的优美生态。

这一场景正是我国近年来向江河湖海

要食物、持续提高养殖设施和装备水平、大

力发展生态健康养殖的写照。我国设施养

殖产量在水产养殖中占比已超五成，水产养

殖过程越来越绿色环保。

要从科技发展的过程中要食物。5G 基

站、算力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相关

技术的应用，让科技赋能生态养殖：物联网

技术自动调节溶解氧量，“智慧大脑”助力全

程……从育苗养殖到装备制造，从水产加工

到冷链物流，每一个环节，新技术的应用都

大有可为。

要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要食物。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可持续

发展成为共识：投放饵料要精准控制，避免

水体污染和富营养化；尾水科学回收，实现

零排放……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好

山好水好生态，才能孕育出令消费者满意的

产品。

江河里鱼翔浅底，湖海中虾蟹成群。在

一片片生态养殖场中，智能科技成为坚实基

础，水清岸绿成为优美底色，助力更多鲜活

水产“跃”上餐桌。

科技先行 生态为底
张安宇

田间水畔，木栈蜿蜒。

远看像一座风光旖旎的乡间公园，近看

则是一派农业生产场景：塘里，蟹农忙着打

理水草；池岸上，技术人员用手机操控无人

机投撒饵料……

这里是位于太湖之畔的江苏省苏州市

吴江区七都镇浦江源太湖蟹生态养殖示范

园（以下简称“示范园”）。2019 年，太湖彻底

取消围网养殖。七都镇在浦江源建起了这

个核心区面积达 4225 亩的养殖示范园。从

高污染低效益的围网养殖到高质高效的生

态养殖，记者走进这个示范园，探访这里如

何“向江河湖海要食物”。

养蟹——
物联网自动控制水体参数

天蒙蒙亮，53 岁的七都镇爃烂村蟹农张

建良就驾驶着一叶小舟，朝蟹塘深处驶去。

“螃蟹好不好，主要看水草，前不久完成了蟹

苗 投 放 ，现 阶 段 主 要 工 作 是 护 水 养 草 。”

他说。

张建良养了 20 多年蟹，年轻的时候在太

湖上架围网搞养殖。几年前，他从太湖“上

岸”后，来到示范园，承包了 100 亩蟹塘，“在

这里养蟹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科技感满满。”

种完水草，张建良带着记者来到岸边一

个银白色金属箱前。“这是水产养殖物联网

自动控制系统，养蟹最怕水体溶解氧浓度

低，以前只能凭经验判断。”说话间，张建良

打开了金属箱，溶解氧量、pH 值、水温等实

时参数在电子屏幕上一应俱全。

以溶解氧量为例，水面下的传感器获取

实时数据，系统接收后自动分析，如果低于

设定“红线”，系统会自动开启增氧设备，避

免水体缺氧。

在 示 范 园 里 ，科 技 感 无 处 不 在 。 水 面

上，无人自动投饵船开启自动工作模式进行

精准投喂；水面下，推流器等物联网设施“还

原”湖水涌动的生长环境……

示范园负责人曹建中介绍，示范园从农

业院校、企业请来了专家开展现场培训，手把

手传授技术。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张建良还

搞起了“虾蟹套养”，可额外产出草虾，亩产值

比过去多了 2000多元。

“用上科技手段后，增氧、投喂更精准，

节省了人工，我们养殖户更有底气了。”张建

良说，过去在太湖上围网养殖，要看天吃饭，

年景不好时还要亏本。如今在示范园，标准

化养殖风险可控，一年赚二三十万元不是

问题。

尾水——
复合人工湿地完成生态处理

站在示范园内一座 7 层高的瞭望塔上，

放眼望去，成片的养殖塘一眼望不到边。示

范园总体规划面积为 27255 亩，核心区面积

为 4225 亩，年总产值约 4 亿元。

一个如此规模的养殖产业园，地处环保要

求极为严格的太湖沿岸，如何保证环境安全？

示范园东侧，几个高低错落的水池相依

而建，水面上芦苇相连，各种水生植物迎风

摇曳，不时有水鸟跃起，荡起阵阵涟漪。

岸边各种各样的机器设备让这些水池

显得有点“特别”。“水池底下铺着一层层的

细砂、沸石、石灰石等。”示范园管理人员奚

斌说，这是一个由生态沟渠、生态塘、垂直流

人工湿地、表面流人工湿地构成的生态处理

系统，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设计，

采用“复合人工湿地尾水处理工艺”对养殖

尾水进行消纳净化。

奚斌走到池岸边的一台设备旁边，按下

开关，从蟹塘排出的泛黄尾水便被抽到第一

个净化池里。在这里，尾水会停留 4 到 7 天，

让污染物稀释沉淀，池中的浮游动植物、微

生物等完成初步净化。

随后，尾水会流入第二个净化池，池中

密布的美人蕉、菖蒲等水生植物开始吸收

磷、氮等物质。同时，埋在池底的沸石、石灰

石对这些物质进一步吸附。

接下来，在水位的落差下，尾水会进入最

后一道“关卡”——表面流人工湿地，在这里曝

气增氧，并进行进一步的物理、化学以及生物

反应。到了这里，尾水水体固体悬浮物去除率

达到 95%以上，总氮和总磷指标可有效降低

80%以上，达到沿太湖一级A排放标准。

示范园里，这样的养殖尾水净化区共有

3 个，占地面积达 362 亩，每小时可净化 500
立方米的尾水。“处理好的水会沿着四通八

达的管道，回流到一个个蟹塘，不会排放到

太湖里。”奚斌说。

管理——
“智慧大脑”伴全程

“能不能出动无人机来支援一下？”下午

两点，25 岁的示范园技术人员徐俊宇从智慧

平台上收到了养殖户周胜良发来的信息。

很快，徐俊宇便带着无人机赶到了周胜

良承包的蟹塘，熟练地装好无人机，将一袋

饵料投入无人机的放料口。

一切准备就绪后，徐俊宇拿起手机，点击

屏幕发出指令，采用了“北斗+GPS”双系统的

无人机立刻起飞，朝着蟹塘上空飞去。“我已

经在数字系统上提前设定好了航速、航向、投

饵密度等，可以进行定时、定量、定点投喂。”

徐俊宇说，30亩的蟹塘，人工投喂起码要花一

个上午，无人机几分钟就完工了。

为了给养殖户做好配套服务，园区运用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给水产养殖

装上“智慧大脑”。

走进位于示范园东侧的检测检疫中心，

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格外引人注目，这便是

智慧平台。平台同时集成了园区总览、智慧

养殖、质量控制和日常管理等功能，是整个

示范园的“智慧大脑”。

现场工作人员沈梦怡告诉记者，示范园

的蟹池里密布着各种传感器，为科学精准养

殖提供数据支持。

不只生产端，在各个环节，示范园都提

供了完善的配套服务。物流配送中心里，各

种自动化设备琳琅满目：螃蟹放入自动化捆

扎机，5 秒左右就能完成捆扎；流水线根据蟹

的重量进行自动分拣……示范园通过“互联

网+农业”产供销模式，引导带动养殖户、农

村创业者增收致富。

今年 61 岁的朱长男是七都镇庙港渔村

社区的一位蟹农，从太湖“上岸”后，他和小

儿子在示范园做电商。过去围网养殖时，每

年电商渠道的销售额只有三四十万元；进驻

示范园后，一年销售额达到 2000 多万元。“示

范园的产业越做越大，我们蟹农的事业也越

来越有奔头了。”朱长男笑着说。

图①：示范园净化池鸟瞰图。

潘 岚摄（影像中国）

图②：示范园内的大闸蟹被打捞出水。

吴七轩摄（影像中国）

图③：浦江源水产园区智慧平台。

沈梦怡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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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市积极提高渔业科技含量，既要“螃蟹肥”又要“太湖美”

生态养殖示范园 养蟹实现零排放
本报记者 王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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