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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县前县长李炷烽记得，小学二年级时
金门干旱了 8 个多月，大家抬着神像去祈雨。
父亲典当了一块田，请人在家里挖了一口井。

“当年金门人为了喝一口水，历经艰辛。”
长期困扰金门人的缺水问题，5年前得到了解

决。2018年8月5日，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启
动。“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从愿景变为现实。

5 年后的同一天，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亲
历者、推动者、参建者会聚福建泉州晋江，共
同纪念这一两岸融合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李炷
烽在晋江感慨，福建供水工程“解决了金门千
年以来的燃眉之急”。

五年向金门供水2883万吨

当日举行的活动上，大屏幕图文并茂，向
大家“数说”了这一工程的不凡之处：23年坚
持不懈积极推动；全线管道历时 3 年建成；工
程总投资 3.88 亿元人民币；截至 2023 年 8 月 5
日，累计供水量已达2883万吨；日均供水量由
0.97万吨上升至2万吨……

会场洋溢着一份特殊的自豪之情。今年 5
月，金门供水工程 （取水泵站及陆地管道部
分） 荣获中国水利工程优质 （大禹） 奖。此次
大会举行了大禹奖授像仪式。水利部国科司副
司长武文相说，金门供水工程树立了建设标
杆、运营标杆和两岸合作标杆。

金门县副县长李文良感动地说，福建供水
工程让金门无需为水烦恼。“特别是过去几年金
门面临5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通水让金门水荒
得以纾缓，更稳定了地区水资源环境。”

福建省水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金
良曾参与工程研讨、考察、勘探、签约、开工
等阶段，如今正为工程水源保障“再进阶”而
努力。他说，今年 2 月金门供水水源保障工程
开工建设，将为晋江、金门等地构建“多湖
库、双线路、多调节”的供水保障体系。目前
福建水投集团也在谋划推进闽西南水资源配置
工程建设，“将为金门供水提供第二水源”。

为让金门乡亲喝上放心水，无数人在努
力。朱金良说，自通水开始，运行调度人员24
小时不间断轮班值守，确保金门同胞用水无忧。

金门乡亲慕名来“寻源”

山美水库是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水源地。
在这里，记者见到“泉州—金门输水线路图”：源
自晋江流域山美水库的水，通过金鸡拦河闸引入
晋江龙湖水库，并经龙湖取水泵站、陆地输水管
道和跨海输水管道，输送到金门田埔水库。

记者随工作船航行山美水库，蓝天白云下，

青山如黛，碧波万顷，鸥鸟飞翔。山、水、林、田、
湖、草统筹治理一目了然。“‘清水下山，净水入
库’成为常态，水库水质常年保持优质。”山美水
库水资源调配中心主任郭明德说。

这些年，几十批次金门乡亲慕名前来山美
水库“寻源”。郭明德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位
金门乡亲在水库边忍不住用双手捧起清水，赞
叹“这水真的甘甜”。

“山美，水美，人心更美。”金门县水墨画
协会理事长杨诚国说，以前金门最主要的水源
基本是湖库水和地下水，处理起来很辛苦，“山
美水库给我们带来便利，这份心意令人感动”。

日前，新华社驻台记者实地探访金门。刚
经历台风“杜苏芮”侵袭，金门还留存着台风
过境痕迹。但与 7 年前遭遇台风“莫兰蒂”侵
袭、2 万多户停水不同，现在金门人不用再面
对因灾断水的民生难题。

“大陆供水让金门得以闯过用水危机，不用
再靠天吃饭。”金门县自来水厂厂长杨沁杭在接
受新华社驻台记者采访时说，5 年来泉金密切
联系和共同合作，大陆供水输送稳定，水质优
良，降低了水厂处理成本。

大陆好水为金门发展增底气

金门田埔水库旁，一块立石上刻着“两岸
共饮一江水”的红色大字。金门县自来水厂生

产供水课主任叶晋良介绍，来自福建的清水通
过海底管道在这里上岸，引入金门。

立石后面的引水工程控制阀室里，粗壮管
道里水声激荡轰鸣，一排仪器实时监测着水
质。大陆清水在旁边的受水池暂存后，通过加
压泵站经管道输送到金门的水处理场。

“这就是金门人每天喝到的水。”在金门洋
山净水场中控室，负责人陈宏慧给记者倒了一
杯清水，口感润泽甘洌。她说，大陆来水水质
稳定，水厂只需简单处理即可达标。

目前大陆供水占金门日常民生用水总量逾
七成。

在杨沁杭看来，大陆供水的一大好处是保
护了金门地下水，为金门未来发展增加了弹性和
底气。他说，现在金门每日减少地下水抽取量约
9000 吨，地下水使用比例从 68%降低至 14.3%，

“减少了金门地层塌陷、地下水劣化风险”。
据介绍，有了大陆好水，加上今年雨量丰

沛，金门通过调度机制让各水库恢复平稳水
情，地区水库总蓄水量达到九成以上。

走在金门，海风吹拂，几只白鹭悠然飞
过。根据金门长期监测调查，这几年因为有稳
定的大陆清水流入，珍稀物种欧亚水獭以及候鸟
等活动更频繁和明显，数量增加。“即使大旱之
年，金门生态环境也在稳步向好。”杨沁杭说。

（新华社福州/台北 8月 5日电 记者许雪
毅、陈君、王承昊）

两岸一家亲 清水见真情
——通水5周年泉州、金门探访记

图为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水源地——山美水库。 新华社记者 陈 旺摄

地球的宜居环境是怎么形成的？
宇宙还有适合人类居住的行星吗？航
天员在太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如何
成为一名航天员？……带着这些问
题，约130名香港青年学生走进中国
科技会堂，与科学家面对面，共同探
索宇宙的奥秘，分享中国航天人的逐
梦故事。

由香港善德基金会发起的善德关
爱 科 研 青 年 发 展 计 划 ——2023 北
京、南京航天科技考察团，近日在北
京考察航天科研机构及先进智能创科
企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曙光
和中国航天女教官王一为莘莘学子准
备了精彩有趣的讲座，同学们也踊跃
发言，积极参与到问答环节中。

李曙光院士以《地球：一个宜居
星球的形成机制与演变》为题，进行
了近2小时的讲座。从宜居行星需要
满足哪些条件，到分析宜居大气的形

成需要减碳和增氧过程，这场讲座对
于考察团的香港中学生而言是一场知
识的“盛宴”。

李曙光院士还向同学们介绍了地

球板块的划分、板块边界类型，并提
到全球气候变化、地球宜居性研究
等。考察团学生吕柏峤说，自己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快速地将李院士讲授的

内容记录下来，方便之后继续深入学
习，并把相关知识介绍给其他同学。

“我们可以在地球上生存多久
呢？”在对话李曙光院士时，考察团
学生向院士提问。李院士回答说，这
是未知的，因为地球是目前所知唯一
具有生命体征的星球。李院士的回答
给这名学生留下深刻印象，让他深刻
明白要好好保护地球。

随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专家、
历任多批次航天员教官王一为考察团
同学介绍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
史，讲述了历任宇航员的奋斗故事。

在太空上宇航员吃什么？航天员
选拔的流程是什么样？……王一向学
生们一一介绍。她还鼓励在场学生积
极了解航天知识，通过宇航员的小故
事体会航天精神。

当问及是否想成为一名航天人，
有考察团学生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
航天人，当下应该继续努力学习、锻
炼身体。还有学生表示，正因为考察
团组织了和院士、航天员教官的对
话，才更好了解到现在国家的航天发
展变化和成果。

香港中学生在京“零距离”对话航天人
马 壮 程子倬

图为善德基金会考察团成员合影。 马 壮摄图为善德基金会考察团成员合影。 马 壮摄

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的顺德大桥是超大跨径钢混组
合索塔斜拉桥，由中交路建承
建 ，主 桥 全 长 992.5 米 ，主 跨
626 米，索塔采用变截面 H 型
塔柱，塔高分别为 204 米、151
米。目前，承建单位正采用自主
研发的智能钢塔提升机进行顺
德大桥主塔和横梁无支架整体
安装作业。大桥建成后将有效
打通顺德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一小时交通圈”的内部区域
道路瓶颈。

图为智能钢塔提升机在吊
装顺德大桥东主塔钢节段。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刘刚）
为进一步加快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努力构建符合澳门实际且
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澳门特区
政府于 8 月 4 日起至 9 月 2 日，就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规划 （2024-2028 年）》 咨询文本
展开公开咨询工作。

期间，将于 8月 23日、25日及
26日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
服务平台综合体”会议东厅举行 3
场公众咨询会。

特区政府表示，规划咨询文本
全面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澳门
特区“二五”规划和“1+4”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为依据，对综合
旅游休闲业、中医药大健康产业、
现代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及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会展商贸及文化体
育产业作出细化规划和部署。

这是澳门特区第一个全面产业
发展规划，旨在立足于各个产业当
前的发展状况，提出2024至2028年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具体发展目
标、主要任务和重点项目，引导社
会投资方向。从政策、人力、财力
等方面多管齐下，聚力攻坚，积极
促进发展新的产业，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巩固和提升传统优势产
业。进一步增强产业之间的协同发
展效应，切实增强澳门经济的发展
动能和综合实力，加快推动澳门经
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咨询期间，公众可经公开咨询
的专题网页报名参加“公众咨询
会”，也可通过电话留言专线、电
邮、邮寄、传真等渠道提出意见或
建议。

特区政府表示，推动经济适度
多元发展，是破解澳门经济社会发
展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由之
路，是确保澳门特区长期繁荣稳定
的必然选择，是澳门特区政府及各
界的必做题。希望广大居民在咨询
期间建言献策，积极提供宝贵意见
或建议，齐心合力，共同编制好澳
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规划。

本报台北8月6日电（记者吴亚明） 台湾“疾病管制署”5日发布数字说，
截至当日，全台登革热本地病例达1031例，病例数为近10年同期最高。

根据台“疾管署”统计，确诊本地病例中以台南市的855例为最多，云林县
130例、高雄市35例、屏东县4例、台中市4例、南投县2例、嘉义县1例。截至5
日，全台累计9例重症，并有1例死亡。

本报香港8月 6日电 （记者陈
然） 由香港机场管理局和香港特区
政府劳工处合办的“香港国际机场
职业博览会 2023”近日在香港湾仔
会展中心举行，超过50家机场公司
为有志投身航空业的人士提供逾
6500个职位，包括航空货运、航空
保安、飞机维修、机舱服务等。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
长林世雄表示，今年以来，香港航
空业的复苏步伐明显加速。截至 7
月底，香港国际机场的客运量已恢
复至疫情前的六成，预计年底将恢
复至疫情前的八成，2024年更可望
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相隔 4 年
再次举办的职业博览会不仅为业界
提供招揽人才的全方位平台，也向
市民大众深入而详细地展示了航空
业的机遇和发展前景。

香港机管局行政总裁林天福表

示，香港国际机场客运量正持续上
升，提供很多发展事业机会。此
外，机场也全力向“机场城市”的
愿景迈进，致力于发展成为吸引本
地、大湾区以至国际旅客的地标。
未来将继续创造更多高价值的就业
机会，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机场工作。

据介绍，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
系统将于 2024 年底竣工，“机场城
市”愿景下的各个项目也相继落
成，香港国际机场的容量和功能将
大幅提高，香港航空业将迎来前所
未有的机遇。

本届职业博览会是庆祝香港国
际机场启用 25 周年的系列活动之
一，会场设有展览，包括机场发展
历程、机场城市蓝图等内容。不同
机场公司还在活动现场举办多场就
业讲座，提供就业相关资讯及职业
生涯规划、现场面试等服务。

新华社杭州8月 5日电 （记者
冯源）“ 涛 声 听 东 浙 ， 印 学 话 西
泠”，香港西泠学堂暑期游学班4日
在被誉为“天下第一名社”的西泠
印社开班。30多名有志于书画篆刻
艺术的香港学员将跟随西泠印社的
名师名家学习篆刻、艺术鉴赏，领
略博大精深的金石文化。

当天，开学典礼在位于杭州西
湖孤山下的西泠印社社址举行，这
处社址已有近 120 年历史。参加此
次游学班的香港学员，10名为首届

“西泠杯”香港青少年书画篆创作大
赛的获奖学生，其余为西泠学堂书
画篆艺术人才培养项目的师生。

这是香港西泠学堂第三次组织
香港学员前来西泠印社游学。香港
西泠学堂于2017年由西泠印社和香
港集古斋联合成立，旨在通过举办

书法、绘画、篆刻等中华传统艺术
培训及系统性的艺术交流活动，搭
建浙港两地文化艺术交流平台，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香港及海外
的普及、传承和发展。

开班同时，首届“西泠杯”香
港青少年书画篆创作大赛获奖作品
展及西泠学堂书画篆艺术人才培养
项目优秀成果展，也在西泠印社社
址内的遁庵和中国印学博物馆举
行。两场活动均由西泠印社和香港
集古斋主办。

西泠印社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
（1904年），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
兼及书画”为宗旨，是海内外研究金
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
最广的民间艺术团体。2011年，香港
国学大师饶宗颐被公推为西泠印社
第七任社长，直至他2018年逝世。

澳门特区政府：

就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规划开展公开咨询

台 湾 登 革 热 疫 情 持 续 延 烧
病例数近10年同期最高

香港国际机场职业博览会举办
提供逾6500个职位

香港游学班走进西泠印社开启金石文化学习之旅

火龙果 喜丰收
连日来，在福建宁德霞浦县的台资百果山火龙果种植基地，果农忙着

采摘、分拣火龙果供应市场。近年来，霞浦县大力发展种植火龙果等特色
农业，积极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全力落实涉农税惠政策，助力台商在闽安
心发展。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