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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七大江河流域将全面进入主汛期

7 月 1 日，江西南昌县赣江昌南外
滩公园举行开园仪式，正式宣布全面完
工并对外开放。赣江昌南外滩公园是
南昌赣江大堤风光带的延续与创新，赣
江东岸滨江绿轴的重要部分，公园北起
生米大桥，南止富山大道，占地面积
3594亩，9.6公里岸线分为江滩活力区、
民俗田园区、城市魅力区、生态示范区
四大主题，以欢乐水世界、阳光沙滩、彩
林飞鸿、江波韵律、揽江台等核心景观
呈现“赣江画卷·豫章新境”的整体风
貌，是集趣味、生态、创新一体的大型城
市公共滨水活动空间。

近年来，南昌县对河湖进行水环境
综合整治，全面改善水环境质量，并重
点推进赣江岸线生态治理工程，通过实
施“清理整治、堤岸修复、植被修补、蓄
水透水、水源保护”五项措施，对河湖进
行水环境综合治理。将威胁水安全的
码头、搅拌站、砂场彻底清除，并充分利
用沿江滩涂、防洪堤等用地性质、地形
地貌，改造成滨水生态公园，形成集旅
游休闲、生态文化于一体的“公园式自
然走廊”。

据了解，赣江昌南外滩公园原所在
沿岸，曾经码头林立，砂场、搅拌站遍地

开花，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影响昌南水
厂饮用水源水质。公园建设前期共清
理整治了6个砂场、8个搅拌站、11座码
头，切割51艘废弃船只。因紧邻赣江，
本着对生态的低干扰理念，公园建设采
用了既安全可靠、结构简单、施工方便，
又经济美观、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抛石
镇脚+三维水土保护毯施工工艺，共修
复堤岸约5公里，极大地减少水土流失，
避免雨水对现状驳岸的冲刷。采用植
物修补和蓄水透水设计理念，通过绿化
种植与园路、绿道等硬质铺装结构相结
合，极大地改善了赣江周边环境。因项
目施工范围内有昌南水厂，昌南水厂处
于一级水源保护地范围，整个项目通过

“清理整治、堤岸修复、植被修补、蓄水
透水、水源保护”五项措施加强了红角
洲水厂、昌南水厂覆盖60万人口的水源
地保护。

建成后的赣江昌南外滩公园路畅
树绿、碧水蓝天，全面改善水体环境、提
升城市形象，提高居民幸福指数，真正
做到了还水于民、还江于民、还路于民、
还绿于民，并成为南昌市的后花园、市
民休闲的好去处。

（据央广网）

近日，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
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
业农村部、气象局、林草局等部门和单
位召开会商会，对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
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

综合分析认为，我国七大江河流
域将全面进入主汛期，长江、淮河、太
湖及松辽等流域存在洪涝灾害风险；
强对流天气极端性增强，风雹灾害可
能点多面广；有 1个—2个台风登陆或
明显影响我国华南或东南沿海；浙江、
安徽、江西、湖北、云南等局地地质灾
害风险高；华北、东北等地森林火险等
级较高。具体如下：

一是洪涝灾害风险。东北中东
部、华东中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南地
区西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长江上游干支流、淮河干流及淮南支
流、太湖流域钱塘江、松辽流域松花
江等部分江河可能发生区域性暴雨
洪水，暴雨区部分河流可能超警。此
外，极端强降雨可能造成上述地区中

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和水电站出
险、山洪和城市内涝等灾害。

二是风雹灾害风险。随着气温进
一步升高，加之水汽丰沛，东北、华东、
华中、西南等部分地区短时强降水、大
风、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将增多，
极端性增强，风雹灾害风险持续偏
高。同时，7月为龙卷风高发月份，农
村地区雷击亡人情况突出，需加强防
范。

三是台风灾害风险。西北太平洋
和南海海域有 2个—4个台风生成，接
近常年同期到偏少；其中有 1个—2个
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华南或东南
沿海。我国东南沿海可能有 1 次—2
次灾害性台风风暴潮过程，东海南海
可能有2次—3次灾害性海浪过程。

四是地质灾害风险。北京、河北、
吉林、辽宁、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
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新疆
等省（区、市）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

较高，其中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
北部、湖北东部、云南西部等局地地质
灾害风险高。

五是高温干旱风险。6月以来我
国已发生4次区域高温过程，加剧了西
南地区旱情，也给部分地区供水供电
等带来压力。7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
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华南中东部、
华东南部、西北地区北部、内蒙古中西
部、东北西部、华北北部等地降水偏
少、温度偏高，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和
干旱风险较高，供水、供电形势偏紧，
部分地区农业抗旱保苗任务较重。

六是森林火灾风险。受高温少雨
及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因素影
响，北京北部和西部、天津西北部、河
北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黑龙江
西北部、重庆西部、新疆北部等地森
林火险等级较高，需重点防范东北和
内蒙古林区雷击火以及华北等地高
温导致的森林火灾风险。

(据央视新闻）

央企持续加大投资力度
前5月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2.5%

国资委最新数据显示：1—5 月，中
央企业完成投资 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5%。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含房地
产）完成1万亿元，同比增长20.4%。

二季度以来，中央企业持续加大投
资力度，稳步推进项目落实落地，5月当
月，中央企业完成投资超3800亿元，同
比增长19.6%。

条条道路在铺展——渝昆高铁川
渝段全线贯通；在胶州湾，世界最长海
底道路隧道开启穿海盾构作业；京雄高
速公路京雄大桥钢结构焊接全部完成
……中央企业助力国家综合立体交通
网更加完善。

能源项目在落地——西气东输四
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施工正酣；雅砻江柯
拉一期光伏电站正式投产发电；全球单
机容量最大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北部
海域完成吊装……中央企业能源建设
有力有序，筑牢安全底线。

农业根基在夯实——大藤峡水利
枢纽、引江济淮、滇中引水，系列水利工
程施工正酣，中央企业勇担当，水利工
程为安澜“筑根基”。 （据《人民日报》）

文化产业
年营收超16.5万亿元

□简讯

水利部首次批复珠江流域水库群
联合调度运用计划

记者7月2日从水利部了解到，《2023年汛期
珠江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运用计划》近日获水利
部批复。这是水利部首次批复珠江流域水库群
联合调度运用计划，将为依法依规科学开展珠江
流域统一调度提供重要指导。

联合调度运用计划将西江、北江、东江 27座
水库纳入 2023 年汛期联合调度范围，制定了流
域干支流水库群联合调度方案。对纳入联合调
度范围的水库逐一明确其防洪任务、汛期防洪限
制水位，以及联合调度运用方案。

汛期珠江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对保障珠江
流域防洪安全，有效发挥好供水、生态、发电、航
运等效益意义重大。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严格遵照执行联合调度运用计划，加强流域调度
监管，科学实施流域水利工程统一调度，充分发
挥防洪工程体系综合效益，确保珠江安澜。

（据新华网）

〈〈〈相关新闻

江西南昌县赣江昌南外滩公园全面开放

航
拍
南
昌
县
赣
江
昌
南
外
滩
公
园

航
拍
南
昌
县
赣
江
昌
南
外
滩
公
园
。。

●近日，南昌市绳金塔街道综合行
政执法队联合市城管支队直属一大队，
采取“执法+普法”模式开展执法检查。行
动中，执法人员对沿街商户垃圾分类管理
等相关工作进行督导和检查，对存在问题
的商户当场责令其整改；同时开展宣传工
作，强化商户支持、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的
意识，共同维护良好市容环境。

（李钢）

●7 月 3 日，南昌市东湖区城管执
法大队夜间中队联合市城管执法支队
直属五大队开启重点工程扬尘治理一
对一帮扶行动。当晚帮扶组来到位于
东湖区三经路的市产投集团所属南昌
0728 项目部，针对施工工地现场“六个
百分百”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等
进行检查。随后帮扶组与项目负责人
座谈，详细听取施工方汇报施工作业中
存在的问题及意见建议。

（罗想 江海波）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2022
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
报告》显示：我国文化及相关产
业（以下简称“文化产业”）规模
持续扩大，2022 年营业收入超过
16.5 万亿元，比上年增加 1698 亿
元，增长 1.0%。分行业类别看，
新闻信息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
产、内容创作生产、文化投资运
营、文化传播渠道等行业营业收
入比上年分别增长 4.0%、2.6%、
2.4%、2.0%和 0.4%。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随着国
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深入实施，以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
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快速发展，已成
为推动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2022 年，文化新业
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
实现营业收入 50106 亿元，比上年
增长 6.7%，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
业5.7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行业
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
入的30.3%，占比首次超过30%，比
上年提高 1.6 个百分点，有力推动
我国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结构
优化。

利润实现平稳增长。2022年，
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2707
亿元，比上年增加 341 亿元，增长
2.8%。部分效益指标比上年有所
好转，2022年我国文化产业营业收
入利润率为 7.7%，比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

文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效
提升。2022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15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4%；规模
以上文化企业R&D经费占营业收
入的比重为 1.24%，比上年提高
0.07个百分点。

（据《人民日报》）

新业态行业快速发
展，营收占比首超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