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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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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甜的苹果、可口的柑橘……眼
下，这些“甜蜜果”正带着泥土的芬芳
走向家家户户的餐桌。在各种农产品
丰收的背后，离不开气象的助力。

2017年，中国气象局和农业农村
部联合认定第一批10个特色农业气
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特色中心”）；
三年后，又确立第二批 5 个特色中
心。多年来，各特色中心坚持“突出重
点品种、服务关键领域”的原则，秉承

“特优区建到哪里，特色农业气象服务
就跟到哪里”的思路，加强组织管理，
强化能力建设，不断提升特色农业气
象服务的质量和效益，为乡村振兴赋
能加速。

科技助农添动力

地域不同，资源不同，气象服务如
何精准发力？在各地的特色中心，科
技的身影无处不在。

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花生天地
现代农业产业联合体王大塘基地的经
理刘明明为此深有体会。

今夏以来，刘明明一直为农业生
产“捏一把汗”。8月以来，高温严重
影响驻马店秋收作物的正常生长发
育，还好，刘明明有花生气象服务中心
这颗“定心丸”。

据介绍，花生气象服务中心从今
年开始利用无人机和卫星遥感开展花
生监测，为花生面积、长势和气象灾害
立体化观测提供技术支撑。

“今年的花生比往年还要饱满一
些。”刘明明介绍，7月底收到气象提
示后，他紧急用小水漫灌的形式浇
水。同时县气象局抓住有利天气，在
8月底多次实施人工增雨作业，花生
下针和结荚未受影响，果实更加饱满。

走进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沙窝萝
卜种植基地，气象科技更是触手可及。

在这里，都市农业气象服务中心
自主研发的“丰聆”小气候监测站正在
获取监测点位的精细化气象数据，再
利用设施农业环境预报模型给出棚室
内逐小时精细化预报，为农户科学精
准调控棚室气象环境提供参考。基于

“丰聆”监测站及物联网、“云+端”等
技术的应用，都市农业气象服务中心
创新打造集“智能监测+精准预报+定
制化服务”于一体的气象服务新模式，
开发差异化、定制化为农气象服务微
平台，打造集“便携式采集终端+数据
产品云+丰聆小程序”于一体的“云

端”组合，为农户提供基于位置和场景
的点对点个性化、伴随式服务。

田成方，蔗成行。在广西，今年夏
秋连旱使得甘蔗产量乃至入榨量和蔗
糖产量受到影响。

为守护好这份“甜蜜事业”，甘蔗
气象服务中心组建专业气象服务团
队，为各糖企提供所辖蔗区甘蔗生长
气象条件分析评估、长势监测、干旱监
测预警评估等蔗区精准服务；利用今
年研发的融合糖业生产信息数据的

“甘蔗干旱监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一体化技术，在来宾、柳州和河池各蔗
区，结合干旱监测结果开展数十次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改善土壤墒情，促进
甘蔗生长和茎伸长，让蔗农对甘蔗的
生长及护理做到“心中有数”。

深化服务提档升级

新技术带来新变化。从南到北，
特色农业气象服务更是深入人心。

橡胶特色气象服务中心主动对接
海南海胶集团，基于“海南农气”
App，持续开展橡胶割胶天气预报、
胶树风害监测预警服务和胶树“两病”
发生发展气象等级预报服务，进一步
开展气象对橡胶树物候影响，及其对
胶乳品质、产量的影响机制研究。

烤烟气象服务中心设立开放式研
究基金，围绕烤烟干旱监测、病虫害发
生规律、烤烟防雹效益评估等开展气
象服务关键技术研究。融入烟草公司
数字智能化烟草管理体系，开展精细

到烟田地块的气象服务。
茶叶气象服务中心构建茶树主栽

品种的茶叶气象指标体系，制定系列
气象行业标准，研发茶叶发育期预报
技术，集成茶叶主产区高分卫星遥感
信息提取的亚米级的茶树种植现状
和“云+茶叶”模式的气象大数据云
支撑与服务，推动新技术在“浙江茶
产业大脑”平台落地应用，让茶农、茶
企实现从“凭经验做茶”到“看数据制
茶”的转变。

柑橘气象服务中心构建以旬为
尺度的赣南脐橙品质因子与气象关
系模型，开展脐橙高低温控制试验，
修订脐橙高低温灾害预警等级指标，
指导种植户开展高温期间喷水降温试
验。基于“天擎”数据建立“柑橘气象
业务服务系统”，在多个柑橘主产区开
展应用。

基于全国400多个苹果生产县的
气象大数据“一张图”和“一张网”系
统，苹果气象服务中心开展的花期及
冻害风险等级预报、产量预报、灾害监
测预报预警等苹果气象服务已覆盖全
国近9成的苹果种植区。

今年，棉花气象服务中心首次开
展棉花制种气象服务和植棉企业的
科技专项服务，加强棉花气象自动观
测业务试点，首次与农业农村部门联
合编发多期棉花花铃期高温热害风
险预警。

马铃薯气象服务中心开展田间试
验、种薯培育等示范集成应用，开展马
铃薯霜冻及晚疫病灾害预报，以及气

候适宜度、气候品质评价等技术研发，开
发具备一体化制作和智慧型服务功能的
业务平台。

树立品牌创收增效

特色兴，农民富。紧紧扭住特色产
业的撬动点，各特色中心注重与农业农
村部门的合作，加强技术成果推广与应
用，强化服务品牌建设，让地区特色产业
优势释放经济发展效能。

“服务贴心，有问必答！”当被问起气
象服务时，福建省华安县上樟村黄龙果
种植基地负责人林朝民不假思索地回
答。

谈起黄龙果长达四个月的超长生长
周期以及对天气的严苛要求，林朝民“满
腹苦水”：黄龙果既怕高温，又怕霜冻。
气温超过35℃或紫外线太强时，果树不
易开花坐果；高温高湿的条件下，枝干易
得炭疽病和溃疡；温度低于零下2.5℃
时，枝条会被冻伤，果肉会木质化。

好在通过“热带水果直通式气象服
务微信群”和“知天气”App，林朝民可
及时获取气象资讯，“知己知彼”地进行
农事调整——高温时拉上遮阳网，开启
喷灌；寒潮前封闭大棚，烟熏保温……在
精细化气象服务的护航下，今年林朝民
种植的黄龙果总产量预计达到65万斤
至70万斤，总毛利可达4000万元。他
表示，有了气象部门的保驾护航，他决定
扩大生产，将种植面积从500亩增加到
3000亩。

“瓜果香”里说丰年，气象助力农业
结下的“甜蜜果”，为果农带来了真真切
切的收益。

热带水果市场需求量较大，经济效
益可观，是福建省重要特色农业。热带
水果气象服务中心推动业务智慧化、集
约化、品牌化，通过不断完善热带水果气
象观测与试验站网，推进试验基地、服务
示范基地和实验室建设，建立起百香果、
青枣、莲雾、芒果等特色果树的气候适应
性指标、高温热害和低温寒冻害监测预
警指标等，构建灾害监测预警和水果气
候品质认证模型，做强“果盘子”。

“小”青枣产生“大”效应。热带水果
气象服务中心联合福建省气象服务中心
对漳浦县石榴镇、长泰区陈巷镇青枣开
展气候品质评价，授予两镇青枣为“气候
优质农产品”。授牌后，漳浦石榴镇青枣
增收3200多万元。

气象部门正以农业“特色”为抓手，
阔步走在高质量兴农之路上。

以“特”富农绘丰景
——特色农业气象服务为乡村振兴赋能加速

本报记者 王菡娟

扶绥甘蔗扶绥甘蔗““双高双高””智能精准气象服务示范基地安装的土壤水分自动观测站智能精准气象服务示范基地安装的土壤水分自动观测站
刘志平刘志平 摄摄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记者从
水利部获悉，2022年，水利部切实
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坚
决落实水库安全度汛措施，全面排
查整治工程隐患，突出病险工程安
全度汛管理，水库安全状况加快改
善，实现水库“零溃坝”，牢牢筑起守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据介绍，水利部大力实施除险
加固，解决防汛薄弱环节。水利部
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报请
国务院批复同意，印发《“十四五”水
库除险加固实施方案》。2021年以
来，按轻重缓急原则，优先安排病险
程度较高、防洪任务较重的7695座
小型水库实施除险加固，紧抓汛前

汛后施工有利时机，克服严峻疫情影
响，压茬推进项目实施，圆满完成年度
任务。

同时加快完善小型水库监测设
施，提升预报预警预案预演能力。小
型水库监测设施薄弱是水库安全管
理的突出短板，为切实提升水库安全
监测能力，水利部2021年以来推进
实施 31013座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
设施、23217座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
设；并全面推行小型水库专业化管
护，落实管护主体、人员、经费；持续
完善安全管理责任机制，落实安全
度汛各项措施；全面排查治理工程
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
故发生。

水利部：

2022年全国水库实现“零溃坝”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为期两
天的第九届国际清洁能源论坛大会
暨零碳岛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将于
12月 18日-12 月 19日在珠海开
幕。论坛以“同绘碳中和蓝图 共谱
零碳新乐章”为主题，来自国内外政
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研究机构等
业界专家学者将汇聚一堂，全方位深
层次多角度共话清洁能源行业未来
发展，助力我国实现“双碳”目标。

本届论坛将围绕清洁能源产
业，强圈建链，突出国际交流、产业
合作、科技创新，由1个主论坛和6
个平行分论坛组成。主论坛以专家
主题报告会为主，6个平行分论坛
包括智能科技与清洁能源创新项目
路演、科创基金合作、智慧能源科技
创新与人才发展、国际碳交易与碳
金融、绿色新基建、“双碳”目标下氢
能产业发展等内容，聚焦新型城区

及产业如何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将为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粤港澳大湾区
的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作为国际清洁能源论坛（澳门）对
中国与世界清洁能源领域发展状况和
热点问题观察和研究的年度报告，
2022年度《清洁能源蓝皮书》也将在
本届论坛重磅发布，将为政府决策部
门制定宏观能源政策和能源产业政策
提供前瞻性建议，也为制定合理的清
洁能源产业扶持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本届论坛由国际清洁能源论坛
（澳门）、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单位联合举办。国际清洁能源论坛
（澳门）是一个常设于澳门的非营利性
国际组织，其宗旨是致力于研究清洁
能源政策、支持清洁能源研发、推动清
洁能源投资、普及清洁能源市场，以实
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社会。

第九届国际清洁能源论坛大会开幕在即

业内专家共话清洁能源发展未来

本报讯（记者 王硕）初冬时
节，正是油茶丰收的季节。记者从
中国·常山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大
会上获悉，发展油茶是增加我国食
用油产能的重要途径，未来三年我
国需要新增油茶面积2000万亩，改
造低产的油茶林1200多万亩，以实
现茶油产能达到200万吨的目标。

油茶是我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植
物，与油橄榄、油棕、椰子并称世界
四大木本油料植物，在我国已经有
2000多年种植历史。油茶是生长
在山中的“油库”，具有不与人争田、
不与粮争地的独特优势。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业和草原
改革发展司司长刘树人表示，按照规
划，“十四五”期间油茶发展目标和任
务是，到2025年全国油茶面积要达
到9000万亩。为此，国家林草局已
成立油茶产业发展专班，采取超常规
举措，在林中增“油田”，在山上建“油
库”，坚决扛起新时期油茶发展的政
治责任。将与有关部门联合印发《加
快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充
分发挥油茶在增加农民收入，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
作用，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油茶发展。国务院办公
厅出台了《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
发展的意见》，明确重点发展油茶等

11个木本油料树种。种植油茶的15
个省区市党委、政府都印发油茶发展
规划，出台油茶扶持政策。目前，全国
油茶种植面积 6888万亩，茶油产量
90万吨，占国内食用植物油产量的
8%，总产值1920亿元，为助力粮油安
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油茶产业发展还
带动200多万人口增收致富，在乡村
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生态文明
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与油茶发
展的企业达到2500多家；选育审定
241个优良品种；基本形成从良种选
育、抚育管理、采收处理到精深加工等
全过程科技创新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树立大
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专家们指出，小小的油茶果包裹着国
家粮油安全、绿色发展的大乾坤。所
以，油茶产业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生动诠释。

作为我国油茶的发源地和重要产
地之一的浙江常山县地处钱塘江源
头，是“中国油茶之乡”，素有“浙西绿
色油库”的美称。目前，常山县油茶总
种植面积 28万亩，常年油茶籽产量
6000余吨，是浙江省油茶产业重点县
以及重要的区域产业集聚中心。近年
来，常山县把油茶产业作为支柱产业
来抓，持续推进油茶“产研销”全产业
链条创新，奋力打造富有常山特色的

“共富果园”。

“小”油茶包裹大乾坤

未来三年我国将新增油茶2000万亩

日前，全国关注森林活动组委
会公布2022年国家青少年自然教
育绿色营地名录，北京世园公园、武
夷山国家公园等 40个单位入选。
目前，绿色营地总数为66个。

2022年，全国各地各有关部门
按照《全国三亿青少年进森林研学
教育活动方案》要求，扎实开展各类
自然教育宣传实践活动，涌现出一
批自然教育管理规范、设施完备、作
用明显的单位。为充分发挥先进单
位在传播绿色理念、助推绿色发展、
践行绿色生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全国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决定认定
40个单位为国家青少年自然教育
绿色营地。

全国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提出，
各级关注森林活动组织要深刻理解新
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需求，
充分认识关注森林活动在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站在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各项活动，特别
是抓好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深入推进
全国三亿青少年进森林研学活动，以
小手拉大手形式引导促进全社会树立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
文明理念。绿色营地要加大对青少年
研学活动的统筹，积极探索青少年自
然教育创新模式，推动绿色发展，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实际行动学习
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

（吴兆喆 王庆胜）

我国新增40个国家青少年
自然教育绿色营地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在日前举行的黑土地地
表基质调查工作技术研讨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
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总结了两年多来地表基质调查
工作（试点）进展，提炼黑土地地表基质调查阶段性
成果，梳理调查技术方法，为整体谋划地表基质调查
奠定基础。

据介绍，今年黑土地地表基质调查在去年试点工
作基础上，注重调查成果应用和长期调查监测机制完
善，开展了东北典型黑土区83个重点保护县 （市、
区、旗）41.1万平方千米地表基质调查，截至目前已
累计完成46个县（市、区、旗）23.7万平方千米调
查任务。摸清了黑土地本底数据特征，明晰了黑土地
地表基质三级分类，编制了6项标准指南；形成了统
一工作底图，按照1∶25万比例尺总体精度要求，分
区、分类、分层次、网格化部署各类调查工作；集成
运用“点线面钻”一体化调查技术，形成了对地表基
质层空间特征的立体控制等调查思路；逐步开展了黑
土地地表基质适宜性评价，建设黑土地地表基质数据
库，形成阶段性整装成果。

据悉，地表基质调查在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体系中
居于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地位，厘清地表基质层
与地表覆盖层的支撑孕育关系，才能真正做到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当前，黑土地保护上
升为国家工程，黑土地保护法已施行，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全面、系统、完
整掌握黑土地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和利用状况，
对加强黑土地保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而紧
迫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项原创性、开创性工作，地表基质调查要
综合应用地质调查、土壤调查、国土调查等各类技术
方法，综合利用航天遥感、工程钻探、地球化学和物
理勘查等各类技术手段。当前试点形成的方法是理论
和实践的初步凝练，要与学界、有关部门、地方一道
梳理，促进产学研用融合，聚焦调查方向定位和服务
应用，为在全国全面铺开地表基质调查奠定基础。

黑土地地表基质调查
取得阶段性成果

“工业用水全部循环使用，几乎没有污水外
排。”近日，记者在宁夏走访发现，能源、化工、建材
等高耗水产业，在应用节水技术装备、实施用水计
量和节水技术改造上不惜投入、不遗余力，走向了
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之路。

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 2021 年
度自治区节水型企业，也是宁夏石嘴山市开具首
个用水权使用费缴费的企业。该公司后勤中心副
主任邓立军告诉记者，在2019年，企业修复完成3
台玻璃钢冷却塔，提高了冷却水重复利用率。之
后，每年对节水设备、设施进行大修，对高耗水设备
进行更新并对深井泵进行改造，每年能节约1500
吨水。去年12月，企业顺利换取取水许可证，取水
量由以前的154万立方米减少到65万立方米。

“用水指标的减少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既能激
发企业节能增效的积极性，还可以省去一笔不小
的费用，节约水资源。目前，公司工业用水重复利
用率达到 90%以上，冷却水循环率达到 97%以
上。”邓立军说，水资源消耗逐年减少，但产值逐年

提高。去年企业产值 32 亿元，耗水量 40 多万立方
米，用水权改革为企业节能增效注入了动力。

用水权改革全面推进以来，节水挖潜成为宁夏
工业企业“势在必行”的生存发展“硬要求”。宁夏煤
业水务公司总经理王震对此深有感触：“我们投资了
上亿元，对13对煤矿地面和井下供水管网进行了分
支改造，改造管网 152 公里。预处理后的矿井水可
以用来降尘、洒水，深度处理的水则回用在生产环
节。有一部分用于南湖湿地公园的生态补水，做到
优水优用，劣水劣用。”记者了解到，以前该企业生
产、生活都用黄河水，2021年，使用的黄河水达1135
万立方米。今年1月至5月，企业煤矿黄河水使用量
350万立方米，较去年同期降低29.05%。

截至目前，宁夏已征缴 123 家工业企业有偿使
用费3015万元，在部分县区收缴用水权有偿使用费
过程中，工业用水户的用水权意识由过去的“多占多
用”逐步向“产水适配”转变。王震表示，下一步的目
标是争取做到生产上不用黄河水，生活上细用黄河
水，使黄河水的使用量再下降。

宁夏工业企业：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
本报记者 范文杰

12 月 7 日 ，
挖掘机在安徽省
安庆市怀宁县雷
埠乡泥塘沟河清
淤。怀宁县积极
践行生态立乡发
展战略，持续加
大水利基础设施
投资，扎实推进
水利工程在建项
目，抓工期、赶
进度、保质量，
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檀志扬 邱
乾龙 摄践行生态发展战略践行生态发展战略 推进水利在建项目推进水利在建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