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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消费是拉动内需的重要引
擎。商务部2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下，
2024年 8月至今，消费者购买以旧
换新家电产品近 9000 万台。今年
以来，以旧换新政策实现跨年度无

缝对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 2020.8
万名消费者购买 12 大类家电产品
2757.2万台，带动销售930.8亿元。

这是记者从 2025 全国家电消费
季启动仪式上获悉的。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李乐成在23日开幕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上表示，工业和信息化
部将牢牢把握实现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扎实推
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让创新链和产业链
无缝对接，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创新
成为此次年会上备受海内外嘉宾关注的关键词。

李乐成说，中国具有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
用场景、超大规模的市场、数量庞大的人才队伍，为国
际产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同时，中国
为国内外消费者提供了高端智能、绿色低碳的优质产
品，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成果走出国门，为世
界经济繁荣注入了新动能。

数据显示，超过 2400 家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
60%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外资企业委员。外
资企业成为我国产业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为畅
通国际国内双循环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下一步，如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李乐成提出四方面举措。

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
近年来，我国在制造、信息、材料等领域加大创新

力度，打造178家国家级高新区，持续强化产业科技源
头供给。

李乐成表示，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
量发展行动，布局一批新的国家科技重大项目，优化
创新平台网络，推进国家高新区提质增效，支持外资
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与国内企业联合开展技术研
发，为全球提供创新的原动力。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企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中国已有570

多家工业企业入围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企业科技
创新主体地位显著增强。

“我们将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促进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发展壮大，推动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发展，支
持外资企业在华创新创业，让更多企业在新领域新赛
道跑出加速度。”李乐成说。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科技创新中蕴含巨大价值，只有落到产业上才能

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科技服
务业，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

李乐成表示，将出台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建设国家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和国家制造
业中试平台，催生一批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成果转化对接
和创新创业平台，加快先进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在中国转化落地。

打造协同创新生态——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离不开创新资源要素的高效流通。李乐

成表示，将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创新要素资源
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通，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构建若干开放多元的创新

“小生态”，共同繁荣全球融合发展的“大生态”。
“我们将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同各国朋友一道加快培育

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面释放发展动能，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增进人类
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李乐成说。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
龙 门 ”“ 千 层 汹 浪 滚 ，万 叠 峻 波
颠”……在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
头青海，每年有600亿到900亿立方
米优质淡水从青藏高原的雪山冰川
之间奔腾而下，滋润着华夏大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三次赴青海考察，始终高度重视
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重中之重是把三
江源这个“中华水塔”守护好，保护
生物多样性，提升水源涵养能力。
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建设，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
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

青海牢记嘱托，承担起“中华水
塔”守护人的重大责任，以最严格制
度、最严密法治守护三江源。伴随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建设不断推进，藏羚羊、雪豹等过
去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频繁现身，
山清水秀、稳固丰盈的“中华水塔”
生机勃勃，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新画卷。

以严治水 守护好“中华
水塔”

三江源，源起冰川，因水得名，
从这里向下游输送的清洁水分别占
长江、黄河、澜沧江水资源量的2%、
49%和 17%，是亚洲乃至世界上孕
育大江大河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十四五’期间，长江保护法、
黄河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相继落地施行，让江源保护亮出利
剑。”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
孙立军说。

3月份，长江源依然春寒料峭，
青藏高原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可
可西里银装素裹。一抹“藏青蓝”划
过无人荒野，可可西里巡山队正在
进行每月一次的大规模巡山。

“我们的巡护范围已逐步扩大
到整个长江源区。”青海省公安厅玉
树藏族自治州公安局可可西里自然
保护区公安局局长阿旺旦巴说，“经
过近 30 年的严格保护，2009 年至
今，可可西里再无盗猎枪声。”

一包糌粑，一壶奶茶，一匹好
马，长江源头附近的牧民龙周坚措
已经当了8年的河长：“村里49名河
湖巡管员负责周围15处河湖，每个
月巡护两次。现在河道里的垃圾不
见了，5、6 条曾经断流的小河居然
又回来了。”

青海从省到村共有5750名五级
河湖长，覆盖了三江源、青海湖、黑
河等全部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仅在
2024年，河湖长便累计巡护超过11
万人次。

“如今的江源，所有的河湖都有
了守护者。”青海省水利厅副厅长王
永祥说，“青海还出台了水资源刚性
约束、节约用水等制度，确保‘中华
水塔’丰盈。”

监测显示，近年来青海向下游
输送水量呈增长态势。2015 年至
2024 年，青海平均出境水量达 722
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出境水量增
加了21%；近5年，三江源水体与湿
地生态系统面积净增加309平方公
里，水源涵养量年均增幅6%以上，
主要河流出境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
及以上。

过去一年，长江、黄河两大母亲
河的保护治理不断取得新进展。开
展排污口“查测溯治”，深入实施长
江经济带和沿黄河省（区）工业园区
水污染整治专项行动，基本完成长
江经济带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定界立标……长江干流连续
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线水质稳
定保持在Ⅱ类。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水生态

伴随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推
进，家住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昂赛
乡热情村二社的才仁尼玛，从牧民
变成了生态管护员，不仅每个月有
了1800元的固定工资，也有了更多
观察家乡的机会。

“巡护中，我用镜头跟周围的山
川湖泊、野生动物‘对话’，当我们

‘四目相对’时，我感觉自己也是这
山山水水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
名生态管护员。”才仁尼玛说。

如今，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
区域的冰川、河湖和草场，像才仁尼
玛这样的生态管护员已经超过 1.7
万名。从过去的草原使用者到现在
的江源守护者，他们拥有了稳定的
收入来源，也成为国家公园名副其
实的主人。

2021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
设立，面积从试点的12.31万平方公
里到扩大到19.07万平方公里，实现
了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的整体性
保护。

同时，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冰

一体化管理保护原则，针对体制试
点范围内10多个保护地人为分割、
各自为政、条块管理、互不融通的

“旧疾”，国家公园进行了功能重组、
优化组合，完成了“一块牌子管到
底”的历史性变革。

目前祁连山国家公园设园准备
工作已经全面完成，青海湖国家公
园创建高水平推进，青海成为全国
唯一一个三个国家公园在建省份，
国家公园面积占全省自然保护地
总面积的 75%，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
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初
步形成。

曾经，长江源区盗猎猖獗，盗猎
获得的藏羚羊皮张通过青藏公路发
往全国各地，公路两边野生动物无
踪无影；如今，大批游客途经这条公
路远眺江源风光，路边的藏羚羊、藏
野驴或飞奔而过，或徜徉觅食，有时
离公路仅十几米远。在藏羚羊迁徙
产仔季节，当地还会专门指挥往来
车辆为藏羚羊群过马路让道。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
色名录中，藏羚羊从“濒危”降为“近
危”，雪豹从“濒危”降为“易危”……
以水为邻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三
江源国家公园内有蹄类野生动物数
量较20年前增长了2到3倍。“生物
多样性日趋丰富，使得‘中华水塔’
更加稳固。”青海大学省部共建三江
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赵新全说，青海建成具有国
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
地指日可待。

在长江沿线，土著鱼类更多了，
“江豚吹浪立，沙鸟得鱼闲”的美景
在沿江省市频频出现；在黄河两岸，
万余只白天鹅来山西平陆黄河湿地
栖息越冬，消失近30年的黄河刀鱼
重现黄河口……处处可见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动人画面。

科技赋能夯实“中华水塔”
生态底色

青藏高原被誉为地球“第三
极”，是全球对气候变化响应最敏感
的区域之一。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
剧，青藏高原暖湿化引发的极端天
气事件趋多，水旱灾害风险更多、挑
战更严峻。如何持续守护好江源，
保障下游水资源安全和经济社会稳
定发展，是青海生态文明建设需要
解决的重大课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地广人
稀、交通不便，加之技术手段有限，在
三江源乃至青海全省开展系统性环
境监测一直是个难题。2016年，青海
开始建设“生态之窗”远程观测系
统。通过高清摄像头，千里之外的工
作人员在办公室点击鼠标、切换画
面，就能实现对境内重点生态功能区
的实时监测。

从最初的6个观测点位扩建到现
在的 76 个观测点位，“生态之窗”将

“中华水塔”的大美风光逐帧呈现，积
累的珍贵画面和相关数据，也被科研
人员逐步应用到江源气候、生态环境
分析研究中。

位于三江源头的玉树州不仅组建
了由高空瞭望视频摄像机、实时传输
专网和统一管控平台组成的生态监
测系统，还实现了对重要河流、重点
流域以及污水处理厂排污口的实时
监控和水体污染事件的预警预报。
科技力量的投入让玉树州水生态持
续向好，对水质要求极高的欧亚水獭
频频在市区河道出现。

2024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发布卫
星“通导遥”（通信、导航、遥感）综合
监管体系技术规范、生态监测指标体
系地方标准，对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进
行长期、连续、系统的监测，一张筑牢
生态安全的“空天地”守护网在三江
源徐徐展开。

科技知识也在悄然影响当地牧民
的生态理念。“现在道路通了，科技也
发达了，有很多专家来三江源科考。
我也想知道，家乡的水源地为什么变
多了？远处的冰川为什么会融化？”
2016年，玉树州牧民巴洪加罗组建志
愿者队伍，对长江上游通天河支流聂
恰曲开展水源观测。

这支以长江源区古冰川遗址“索
布查叶”命名的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目
前有140多人，借助先进的技术和设
备，他们对索布查叶古冰川周围 767
处水源、125个湖泊、70个不冻泉进行
了位置、水深等多组数据的记录。“我
在长江源长大，保护和了解家乡的山
水，既是责任，也是义务。”巴洪加
罗说。

从人力巡护到科技守护，“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理念，在三江
大地不断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成
果。三江之水碧波荡漾，养育着江源
众生，也滋润着华夏大地。

（新华社西宁3月23日电）

3 月 23 日是世界气象日，今年
气象日以“携手缩小早期预警差距”
为主题。随着全球变暖加剧，气候
变化导致的极端灾害事件逐渐增
多，加强早期预警、提升适应气候变
化能力越来越重要和紧迫。

根据全球适应委员会的评估，
即将发生的灾害事件如提前24小时
通知，可减少30%的损失。近年来，
我国气象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围绕气象防灾减灾机制和能力建
设，以强化早期预警和气象灾害风险
管理为方向，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政
府主导、预警先行、部门联动、社会参
与”的早期预警中国模式。

在湖南省慈利县，气象部门牵

头整合了全县 26个乡镇（街道）和
多部门雨量监测数据、风险隐患数
据，加强致灾因子、承灾体、历史灾
情等多部门风险普查成果应用，不
断健全风险管理体系。

在湖北，预警信息发布从“大水
漫灌”转为“精准滴灌”。省级气象
部门提前3天发布灾害性天气过程
预报，提前 1天发布精准到县的暴
雨、强对流预警，提前6小时发布落
区预报；市级气象部门提前 3小时
发布暴雨、强对流预警信号，县级气
象部门提前1小时发布暴雨临灾警
报，预警发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更
加精准。

在水果种植大省陕西，气象部

门聚焦苹果、猕猴桃等特色农产品，
在全省建成 2300 个农业气象观测
站，打造30分钟直达田间的预警体
系。当地果农可通过手机App提前
10天收到霜冻预警，以便迅速采取
应对措施，降低冻害损失率。近三
年，气象服务助力全省特色农产品
增产18%。

与此同时，我国还积极参与全
球环境治理与气候治理，于2024年
11月发布《早期预警促进气候变化
适 应 中 国 行 动 方 案（2025—
2027）》，共促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
能力提升。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徐相华介绍，一直以来，我国气象部

门致力于通过风云气象卫星和世界
气象中心（北京）为相关国家和地区
防灾减灾提供应急保障支持。比如
去年台风“摩羯”登陆越南期间，我国
与越南气象部门共享数据、共同会
商；2019 年 3月，强热带气旋“伊代”
携狂风暴雨袭击莫桑比克，我国及时
提供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及产品，有效
助力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灾害防范
与应对工作。

徐相华说，未来我国将通过联合
开发适合当地环境和需求的定制化
云端早期预警系统、开展气象国际教
育和培训等方式，助力发展中国家提
升早期预警业务能力。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中华水塔”生机盎然 三江清水滋润华夏
新华社记者 江毅 高敬 王金金

洛古河水文站成立于 1987 年，
是国家基本水文站、重要的国际河
流控制站。来自内蒙古的额尔古纳
河与来自俄罗斯的石勒喀河在这里
融入黑龙江。虽已入春，这里的气
温仍处在零下二十摄氏度左右。凛
冽寒风下，村内人影稀疏，工作人员
冒着严寒，按时来到冰封的黑龙江
冰面上采集水位、流量、泥沙、水
温、降水、水质数据，守护界河安
澜，保障水安全。

图为 3 月 21 日，工作人员马振
国（左）与张建刚在前往洛古河水文
站水质监测断面作业区。

新华社记者 张 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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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多
种形式，以“科普+互动”的方式，向
过往游客和周边群众宣传保护冰川
的重要性，引导大家深刻认识冰川
在维持水资源平衡、调节气候、保护
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从
而提高大家对冰川保护的意识。

拉萨市水利局工程师贾蔺玭说：
“今天在纳木措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旨在将保护冰川、保护水资源、节约
用水的意识根植于群众心中。”

下一步，相关单位将持续开展水
资源保护系列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
觉践行环保行动，共同守护珍贵的水
资源。

（上接第一版）赵辉年强调，要
谋划举措抓落实。各级各部门要对
照任务清单，对违建拆除、环境卫
生、“三流”治理等难点任务挂牌督
办，打破部门信息壁垒，依托数智化
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形成“发现—交
办—整改—反馈”闭环，确保限期销
号。要锚定目标再发力。对主城区
及重点区域易反弹点位和重点问题
开展“地毯式”排查，建立“一问题一
台账”清单，采取“宣传引导先行、联

合执法跟进”的模式，盯紧目标齐发
力，推动环境持续美。要动真碰硬严
问责。各级干部要践行“一线工作
法”，主动下沉社区、街巷听民意、解
难题，将环境整治与“我为群众办实
事”紧密结合，同步加强干部作风监
督，对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的干部要
严肃问责，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环境提
升带来的获得感，以城乡面貌焕然一
新的优异成绩向西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献礼。

拉萨市迎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

城乡环境整治专题部署会召开

（上接第一版）强调，要打造景观，巧
妙运用乔、灌、花、草等绿植，打造错
落有层次、“组团式”布局的园林绿
化景观，通过生态与美学深度融
合，勾勒四季有景的城市天际线。
要凸显主题，公园建设既要突出简
约美观，又要与周边城市环境相融
合，细节处嵌入主题元素，形成独
特的文化氛围与视觉标识。要加

强管护，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扎
实做好后续清淤、植被养护等管养
工作，真正把城市公园建设好、管理
好、维护好、经营好。要高效推进，
盯紧“时间表”、按下“加速键”，抢抓
当前绿化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
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群众早
受益。

副市长扎西白珍一同调研。

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水系生态治理
全力打造拉萨城市水系生态精品工程

世 界 气 象 日 ：早 期 预 警 构 筑 安 全 防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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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购买以旧换新家电近 9000 万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