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近期我国北方多
省出现旱情。 水利部副部长陈敏
17日表示，华北、黄淮地区耕地大
多具备灌溉条件， 当前蓄水情况
总体较好， 通过科学调度水利工
程，总体上能够保障夏播用水。

陈敏在水利部当天举行的抗
旱保灌保供水有关情况新闻发布
会上说， 水利部锚定 “确保城乡
居民饮水安全， 确保规模化养殖
和大牲畜用水安全， 全力保障灌
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 目标，
采取加强监测预警、 精准调度工
程、 强化灌溉管理、 确保饮水安
全等措施， 全力支持受旱地区做
好抗旱保灌溉保供水工作。

5月以来， 华北地区南部、黄
淮地区和西北地区东部持续降雨
偏少，近期又遭遇大范围高温，河
北、山西、安徽、河南、山东、陕西、

甘肃、江苏等地出现旱情。与此同
时，正值“三夏”关键时期，随着夏
收快速推进、夏播全面展开，土壤
缺墒情况逐步显现， 旱情发展较
为迅速， 农业灌溉用水需求明显
增大。

陈敏说， 农时不等人， 各级
水利部门采取各种措施， 抢抓农
时， 全力抗旱保夏播保供水。

水利工程调度方面， 精准调
度黄河流域小浪底、 万家寨、 刘
家峡 ， 淮河流域出山店 、 蚌埠
闸、 临淮岗， 海河流域岳城、 盘
石头等控制性水利工程和引江济
淮等重大引调水工程， 确保调度
的流量 、 水量满足旱区抗旱需
求。 同时， 发挥南水北调工程骨
干作用， 加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供水力度， 做好南水北调东线工
程向华北地区调水准备， 满足河

南、 山东、 河北等省应急抗旱需
要。

灌溉管理方面， 发挥大中型
灌区抗旱主力作用， 科学制定并
动态优化灌溉计划。 精细调度水
库、 泵站、 水闸等水源工程， 切
实做好已出苗作物灌溉和待播耕
地补墒 。 充分应用高效节水措
施， 努力扩大抗旱浇灌面积。

“据预测， 未来10天， 受旱
区将有降雨过程， 对缓解旱情有
利， 但考虑到前期受旱范围广、
灌溉需水量大， 部分地区旱情仍
有可能持续。” 陈敏说， 水利部
将统筹当前和后期抗旱用水需
求， 精细实施流域骨干水利工程
抗旱调度， 精准对接城乡供水和
灌区灌溉需求， 精确指导支持抗
旱保灌溉保供水工作， 全力保障
供水安全和粮食安全。

一列河北发出的中欧班列，
经集结、换装、出境，十几天后便
能到达亚欧大陆腹地； 一件河北
发货的快递包裹，经打包、分拣、
派送， 当日或次日就能送达京津
用户手中； 一箱河北种植的瓜果
蔬菜，经清洗、切分、包装，几小时
就能端上京津市民餐桌。

京津冀是南下北上、 东出西
联的重要通道。《京津冀协同发展
规划纲要》明确河北省“三区一基
地”的功能定位，其中“一基地”就
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

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来， 河
北发挥区位优势， 积极承接北京
商贸物流产业疏解， 头部物流企
业加速聚集， 商贸物流供应链、
消费链 、 产业链深度融合 ， 物
流、 人才流、 信息流、 资金流加
速汇聚， 一个全国现代商贸物流
新高地正加快崛起。

发挥 “商” 的优势
清晨， 天刚拂晓， 位于廊坊

永清的圆通速递北方总部基地就
已车水马龙， 多套矩阵摆轮、 交
叉带全速运转， 工人们忙着分拣

进港快件。
“2020年5月选择从北京迁

出， 同年10月在河北开门纳件，
实现当年签约、 当年建设、 当年
投产达效。” 圆通速递北方总部
基地副总经理王义来称， 4年来，
快递日处理能力从200万件增加
到 600万件 ， 每年的业务量以
20%的速度增长。

随着非首都功能不断疏解，
越来越多快递企业需要在京外建
立新的北方总部， 有着毗邻优势
的河北常常成为首选。 作为河北
境内率先投产的物流头部企业区
域总部， 圆通速递北方总部基地
的快速成长，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开拓了新空间。

目前， 超40%进出北京快件
在河北境内集中分拣处理。 今年
1至4月， 河北快递业务量增幅达
32.6%， 高于全国平均增幅8.1个
百分点。

16日， 以 “共建全国现代商
贸物流重要基地， 共谱京津冀协
同发展新篇章” 为主题的2024中
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开
幕。 会上发布数据显示， 河北快

递业务量居全国第五位， 占京津
冀地区的60%以上。 区域性大型
邮政快递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持
续落户河北， “三通一达” 等头
部物流企业都在廊坊设立了区域
总部、 运营中心， 快递区域总部
产业集群业已形成。

做足 “贸” 的文章
商贸物流， 一头连着生产，

一头连着消费。 “菜篮子” “米
袋子” “果盘子” 保供保畅， 离
不开商贸物流。

在河北固安兴芦农业冷链加
工车间， 一袋袋鲜切果蔬由工人
包装后入库， 经冷链车送往京津
10余个定点超市、 餐饮机构和食
堂。 每月仅这里生产的净菜就有
100吨被送往北京。

在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
小商品、 鞋帽、 服装服饰……各
色商品摆满货架， 众多消费者往
来其间。 达成订单后， 商品被送
到与之相邻的城市物流中心， 当
天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近十年来， 京津冀固安国际
商贸城、 永清云裳小镇等一批重

点承接市场在河北如雨后春笋般
拔地而起，疏解项目整合仓储、分
拣加工、 配送等环节， 强化了电
商、物流、金融、会展等服务功能。

河北省商务厅厅长张泽峰表
示， 河北抓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这个 “牛鼻子”， 发挥物流优
势， 做足 “贸” 的文章。 全省在
北京周边培育商品市场重点承接
平台16个 ， 签约北京商户4.6万
户。 围绕 “环首都1小时鲜活农
产品流通圈”， 建成农产品批发
市场、 配送中心和冷链物流项目
30多个， 河北 “菜篮子” 产品的
北京市场占有率超过40%。

延伸 “物流” 的广度
13日， 来自澳大利亚黑德兰

港的一艘货轮靠泊黄骅港矿石码
头， 抓斗迅速移动， 将舱内的铁
矿石抓取放入料斗， 皮带机将铁
矿石源源不断地送入堆场。

沧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宝辉称， 借势京津冀协同发
展， 黄骅港腹地港口联动格局更
加开放， 目前已成功布局13个内
陆港，与多条铁路线达成合作，集

装箱多式联运形成品牌效应。
走进石家庄国际陆港， 只见

塔吊耸立，车辆穿梭，集装箱码垛
如林。 巨大的龙门吊将集装箱稳
稳吊装到列车上， 随着嘹亮的汽
笛声划破天际， 一列中欧班列缓
缓驶出站台， 朝着亚欧大陆腹地
进发。

“我们开辟17条国际班列线
路， 联通8个出境口岸， 辐射西
欧、 中东欧、 中亚和东南亚50多
个国家和地区。” 石家庄国际陆
港总经理刘金朋说， 2023年， 石
家庄国际陆港中欧班列运营数量
稳居京津冀首位。

自由贸易试验区4个、 综合
保税区6个、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5个……通过融入京津、 织就
大网， 河北逐步形成面向全国、
联通全球的商贸物流新格局。

随着 “朋友圈” 不断扩大，
河北省商贸物流规模和实力稳步
增长。 2023年， 商贸物流对全省
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7.5%， 商贸
物流增加值由2020年的5705.4亿
元增长到2023年的6794亿元， 年
均增长6%。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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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联京津 物流通全球

目前，受晴热少雨等因素影响，我国北方多地出现旱情。正值“三
夏”关键期，各地积极应对，多措并举，全力开展抗旱保苗工作。图为山
东省枣庄市山亭区桑村镇任庄村农民为玉米苗浇水。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现在出门坐公
交车比自己开车都方便。” 山西
省晋城市居民李香花正要乘公交
车去探望女儿。

李香花乘坐的这趟车是晋城
市开往河南省郑州市的跨省城际
公交。 这条线路每天6时至21时
密集发车， 工作日票价20元。

“票价便宜 ， 节假日还免
费。” 经常乘坐这趟车的旅客王
德胜说， 城际公交这几年帮他省
下不少钱。

晋城市是山西省的东南门
户， 与河南省的经济交流、 人员
往来十分密切。 在 《中原城市群
发展规划 》 中 ， 晋城市位列其
中 。 为深度融入中原城市群 ，
2018年， 晋城市开通至河南省郑
州市、 焦作市的跨省城际公交线
路， 进一步便利两省多地人员往
来。

“近年我们还陆续开通晋城
至河南济源， 以及省内的晋城至
长治、 临汾线路。 其中晋城至郑
州、 焦作、 长治3条线路均实行
节假日免费乘坐。” 山西汽运集
团晋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杨晋国说。

便利、 实惠的城际公交开通
后， 带来了 “人气”。 在晋城客
运东站， 乘车旅客络绎不绝。 客
运站工作人员介绍， 这里每天发
送旅客超8000人次。

“今年1至5月份， 城际公交
线路共发送15243班次 ， 月均超
3000班次。 我们公司的客运量较
城际公交开通前增长了约3倍。”
杨晋国说。

五条城际公交线路将两省六
市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不仅
加强了晋城与中原城市群及周边
城市的人员往来， 也在促进消费
方面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带
来了 “财气”。

“早上来晋城， 转趟车直达
景点， 晚上还能坐车回家， 简直
太方便了。 以后我会把晋城的景
点一个一个全逛完。” 一位来自
河南焦作的游客程女士说。

“城际公交越过大山， 把游
客接来晋城赏美景 、 吃特色美
食， 也让本地人更多走出去。 这
不仅是隐藏需求的释放， 更创造
了许多新的需求。” 晋城一家旅
游公司负责人说， 他估计未来他
们还会越来越忙。

全力抗旱保苗

“表取采样执行装置”“相机
指向机构系统”“落火状态监视相
机” ……在香港理工大学深空探
测研究中心太空资源实验室里，
一件件深空探测相关装置让人目
不暇接。

“机遇湾区”“机遇香港”“机
遇澳门” 主题采访活动正于此间
进行。15日，媒体团前往探访香港
理工大学深空探测研究中心。该
中心成立于2021年5月，聚集地质
学、遥感、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物
理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 在航天
科技上展开深入研究。

嫦娥六号日前完成世界首次
月球背面采样。 香港理工大学的
科研团队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合作研制 “表取采样执行装置”，
助力完成这项历史性任务。

该校深空探测研究中心主任
容启亮介绍 ，“表取采样执行装
置” 系统配备封装系统以全自动
多点方式采样。受到地、月自转速
度影响， 人类不能直接观测月背
及直接通讯， 因此在月背探测和
登陆的难度比在月球正面采样更

大。 理大团队根据过去在航天项
目上积累的经验， 为嫦娥六号相
关装置进行了多项改进， 使采样
任务得以更快速地完成。

“我们十分感谢国家委以重
任， 让我们能展示香港的航天科
技研究实力， 在国家深空探测发
展上担当重要角色。” 容启亮说，
香港拥有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的
独特优势， 可吸纳国际不同地区
航天机构的先进理念和想法，并
将前沿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国家
航天工程中。

自2010年起， 香港理工大学
一直积极参与国家的太空探索计
划， 携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
制太空仪器， 利用先进地形测量
技术协助评估及选取合适的着陆
点，先后协助国家嫦娥三号、嫦娥
四号、 嫦娥五号探月任务和天问
一号火星任务取得成功。

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赵汝恒
表示， 理大有超过30年航天科研
工作经验， 多次参与国家航天任
务。 感谢国家一直以来对理大科
研团队的信任和支持， 期盼能进

一步发挥专长， 与内地科研专家
合作， 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作出
更多贡献。

在携手探索 “星辰大海”方
面，香港与内地还有更多互动。近
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
备航天员选拔工作结束， 香港地
区有1名载荷专家入选。首次有香
港载荷专家入选国家预备航天
员， 进一步激发了香港青少年对
国家航天事业的关注。

香港理工大学也通过推动航
天科普计划， 培养香港青少年对
航天科技的兴趣， 让他们将来可
为国家和世界科学发展作出贡
献。

“理大对学生的要求是德才
兼备、 以德为先， 培养学生成为
拥有家国情怀、 全球视野和社会
责任感的专业人才。” 香港理工
大学校长滕锦光接受采访时说，
希望香港青年紧抓国家航天事业
蓬勃发展的重大机遇， 一同推动
中国航天走向更深更远的 “星辰
大海”。

据新华社

一同推动中国航天走向“星辰大海”

———河北打造全国现代商贸物流新高地观察

这里的城际公交受欢迎

北方夏播用水总体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