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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2日电 （记者常钦）记者从自

然资源部获悉：据统计，2018 至 2023 年，我国共

批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 3626.06 万亩，年均

604.34 万亩，有力保障了各类各业项目所需国土

空间和土地要素，保障了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

会、杭州亚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用地，保障了雄

安新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国家重大战略和重

大项目用地，效率明显提高，助力项目开工建设

“加速度”。大力推进“增存挂钩”，我国累计消化

处置存量土地超过 2713 万亩，相当于 4 年的新增

建设用地总量。

据介绍，经过几年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土地到空间

的历史性突破，覆盖生态、农业、城镇空间的全

域全要素全流程用途管制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统一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取得阶段性成就，

特别是土地要素保障政策措施更加完善，国土

空间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有效解决了地方政府

和企业反映的难点问题，有力推进了各类投资

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坚实保障。

会议指出，要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落地，

优化自然资源要素供给，不断健全完善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工作。

优化自然资源要素供给

我国统一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取得阶段性成就

5月 26日上午 6时，经过 145天的救助，曾搁浅

在海南省三亚市的鲸鱼“海棠”重回大海。

今年 1月 3日清晨，一头鲸鱼被游客发现搁浅

在三亚市海棠区的一处海滩。几个月来，水生野

生动物救助主管部门、公益组织、救助机构、科研

专家和志愿者等多方协作，让受伤的“海棠”恢复

健康，重回海洋。

搁浅鲸豚救助是世界难题，鲸鱼“海棠”的成

功救助非常不易。在它的康复过程中，志愿者

24 小时轮班，主管部门拨付专项经费、社会各界积

极捐款捐物……鲸鱼“海棠”被成功救治并实现野

外放归的故事，是三亚有针对性开展水生野生动

物保护的一次生动实践。

多方通力协作，及时转运
搁浅鲸鱼

据介绍，这头鲸鱼被发现时，身体已经有 1/3
被埋在沙里，头部、背鳍、尾鳍、躯干有多处伤痕。

“当时，我们监测了它的呼吸频率，发现 5分钟

有 19 次，属于急促呼吸，说明情况已经非常危险

了。”三亚市农业农村局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救助基

地海昌生物保育中心负责人曹政说。

志愿者们为这头鲸鱼取名“海棠”。“海棠”被

发现后不久，负责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救助的三亚

市农业农村局组织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海昌生

物保育中心、蓝天救援队等多方力量赶赴现场。

“所有救援人员争分夺秒、通力合作。”三亚蓝

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说，海昌生物保

育中心的兽医先做外伤处理，蓝丝带的工作人员

接来海水，将浸湿海水的浴巾盖在鲸鱼身上，避免

它的身体脱水。志愿者们还用小铲子在鲸鱼身体

下方挖出凹槽，扶正它侧翻的身体，避免内脏和前

肢被压迫。

经专家确认，这是一头长 3.6米的鲸鱼，体重

达 500 公斤，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救助工作最大的利好，是海昌生物保育中心

就在附近，这是三亚市农业农村局挂牌的水生野

生动物保护救助基地之一，但转运却是个难题。

这么大的体积，500 公斤重，怎么转运？

海棠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霍东华立即协调，找

来附近工地的推土机，并安排人员迅速采购转运

鲸鱼所需物品。

“救助过程中，大家一起想办法克服困难。”曹

政说。

当天上午 11 时 40 分，搁浅的“海棠”顺利抵

达海昌生物保育中心，救助人员将鲸鱼移入户外

大池让其短暂补水之后，转往与大池连通的室内

水池。室内水池深 5 米，直径 5 米，也是医疗救助

平台。

志愿接力，搁浅鲸鱼身体
状况逐渐恢复

转运到海昌生物保育中心后，救助人员迅速

为“海棠”进行 B 超、胃镜、血液、微生物培养等检

查，发现它肺部存在感染，肝、肾功能异常。兽医

熊椿霖在大家帮助下，采取了灌胃、输液、护肝和

消炎等紧急医疗措施。同时，有专家从外地赶来，

为“海棠”制定治疗方案。

救助期间，蒲冰梅发现“海棠”无法自主漂浮，

身体侧翻严重。“人们总说‘鲸鱼’，其实鲸不是鱼，

而是哺乳动物，用肺呼吸，侧翻会呛水，加重肺部

感染。”蒲冰梅说。于是，她带领工作人员一起制

作浮力装置，绑在“海棠”的胸鳍上方，辅助其漂浮。

救助搁浅鲸豚，前 3天是关键，需要有人 24小

时在水下值守，辅助鲸鱼，让其不侧翻，能够正常

漂浮。蒲冰梅迅速招募有潜水证的志愿者，潜水

教练、低空飞行员、蓝天救援队成员等纷纷报名。

专业人员对志愿者进行了培训后，100多名志愿者

参与救助，共计 500 多人次。

在被救助的第三天，“海棠”可以自主进食了。

第五天，尽管还需要帮助，但它已经基本可以自己

漂浮。志愿者辅助为“海棠”治疗伤痕的同时，还

要托着它的身体在池子里游动，避免躯体僵硬。

第七天，“海棠”恢复独立游动。

“海棠”开始自主进食之后，每天需要摄入大

量食物，三亚市农业农村局渔政监督科从用于水

生野生动物救助保护的经费中拿出 30万元，社会

捐助也同步进行。

据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统计，共收到爱心款

80549元。其中，三亚外国语学校中学部和小学部

的学生自发组织义卖活动，筹集 1851 元善款。

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
教育，建立科普救助基地

5 月 7 日，经专家组评估，鲸鱼“海棠”健康状

况良好，具备野外放归条件。

根据鲸鱼的习性和活动区域，野外放归选在

了距离三亚六七十海里的海域。“放归在那里，它

才可能找到家，不然又在岸边打转，还会搁浅。”中

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鲸豚研究专家说。

5 月 28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

程研究所鲸豚研究团队获悉，野外放归的“海棠”

状态良好。

“这次之所以能成功，是多方协作的结果。”三

亚市农业农村局渔政监督科科长彭国益说。

据介绍，近年来，三亚有针对性开展水生野

生动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和救助技能培训，依托当

地现有的海洋场所、保育队伍、专业兽医，建立起

科普救助基地，编织起一张强有力的救助网络。

在宣传教育普及上，三亚已经从进社区进学

校，开始向水生野生动物接触的第一现场的人群

推进，比如海岸派出所、海警、消防等，并对公益

组织的志愿者、涉海酒店工作人员普及救助技能

和专业知识。

在海南三亚，多方协作开展救助保护

搁浅鲸鱼重回大海
本报记者 赵 鹏 周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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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经过 145 天的救助，曾搁
浅在海南省三亚市的鲸鱼“海
棠”于 5月 26日重回大海。鲸
鱼“海棠”被成功救治并实现野
外放归的故事，是三亚有针对
性开展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一
次生动实践。

本报广州 6月 2日电 （记者李纵）6 月 1 日，

继提前实现全线通水、开展满负荷试验与水锤试

验、完成末台机组验收等重要节点后，国家重大

水利工程、国家水网骨干工程——珠三角水资源

配置工程正式开始向沿线受水地区供应西江水。

今年 1 月 30 日，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全线

建成通水，提前完成了主体建设任务。随后，工

程相关各方紧紧围绕供水目标，开展了通水后

一系列工程试验与验收工作，并从精准调度、运

行管理、安全保障等方面入手，科学安排泵站机

组，全面加强检查检修，优化构建集运行监控、

防汛调度、水质监测、水情测报、安全监测、数字

孪生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化平台，确保工程供

水系统安全可靠。

在广东省水利厅、粤海集团、沿线各市等大

力支持下，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从 6 月 1 日起

正式向受水地区供水，努力让沿线民众喝上优质

西江水。后续还将强化统筹调度与运行管理，持

续强化水安全保障，切实发挥工程综合效益。

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西起西江干流顺德

鲤鱼洲，沿途穿越狮子洋海底，东至深圳公明水

库，全长 113.2 公里。工程建成通水特别是全面

供水后，实现从西江水系向珠三角东部引水，有

效解决广州南沙、深圳、东莞等地生活生产缺水

问题，并为香港、广州番禺、佛山顺德等地提供

应急备用水源，逐步退还东江流域生态用水，进

一步保障粤港澳大湾区供水安全、经济安全、生

态安全。

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式供水

本报北京 6月 2日电 （记者李红梅）6月 2日

白天，广东、福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

局地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贵州、广

西、广东等地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强降雨主要

时段为 2 日夜间至 4 日，局地累计降雨量可达

200—300毫米。2日 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

雨蓝色预警，分别与水利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

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具体来看，预计 2 日夜间至 5 日，贵州、云南

中东部、江南中西部、华南大部等地将有中到大

雨，其中，贵州中南部、广西、广东西部等地部分

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6 日至 9 日，雨带逐渐

北抬，贵州、华南中北部、江南大部仍有中到大

雨，局地暴雨。

预计 2 日 20 时至 3 日 20 时，广西西北部、贵

州南部和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

害（蓝色预警），其中，广西西北部部分地区发生

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广西西北部、

贵州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

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气象专家提醒，公众需持续做好强降雨次生

灾害防范，暴雨集中时段应尽量待在室内，减少

外出，并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

预警信息。

未来三天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将有新一轮较强降雨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