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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蓝的大海是风景，也是“良
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一个有
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
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食物观，
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
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
仓”。

海上矗立起“超大城堡”实现零碳
作业和智慧养殖，实验室里扇贝可以
“一站式体检”，海参拥有大型“种子
银行”，大黄鱼住进“精装房”……

6月8日“世界海洋日”前夕，记者
在沿海省份调研了解到，各地加快发展
海洋渔业，大型海洋牧场建设由近海挺
进深远海，渔业种质“芯片”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更多优质、安全的水产
品被端上百姓的餐桌……辽阔海洋正在
变成更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现代海洋牧场长啥样？

从广东珠海桂山岛出发，乘坐20分
钟快艇，一座白色“堡垒”映入眼帘，
风起浪涌却巍然不动。这是我国首座半
潜式波浪能养殖旅游平台“澎湖号”，
平台之下是硕大幽深的网箱，鱼群在其
间穿梭游动。

“抗风浪”是养殖走向深远海的最
大难题，传统材质的网箱结构简单，很
难扛住台风等自然灾害的侵袭。

“澎湖号”1.5万立方米的深水网箱
由钢结构与渔网合围形成，更为结实耐
损。“半潜式”结构设计可实现快速上
浮，工作时则沉在水中，大大减少风浪
的影响。

“澎湖号”还配套厨房、洗手间、
居住室，可供20余名养殖工人居住。养
殖系统配备了自动投饵、鱼群监控、水
质监测等现代化渔业生产设备。

主持研发“澎湖号”的中国科学院
广州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振鹏说：
“‘澎湖号’搭载了波浪能和太阳能发
电设备及储能装置，可做到电力的自给
自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发展深
海养殖装备和智慧渔业，推动海洋渔业
向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转型升级。

多年来，我国逐步探索深水网箱装

备国产化研制推广应用，不断提升养殖
装备总体水平。

以“澎湖号”为先锋，一批深远海
养殖装备不断升级。在江苏盐城，“陶
湾一号”智能网箱平台包围水体6万立方
米，最多可养殖50万至60万尾深海鱼。
在山东日照，重1500吨的“深蓝1号”实
现了我国在温暖海域养殖鲑鳟冷水鱼类
的世界性突破。今年4月，智能养殖平台
“恒燚一号”在广东湛江下水，拥有6个
独立的1万立方米养殖水体，可实现渔业
捕捞与休闲渔旅相结合。

【记者观察】建设迈向深远海的海
洋牧场，是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升
级的关键一招。近年来，我国出台首个
海洋牧场建设的国家标准，将“优化近
海绿色养殖布局，建设海洋牧场”纳入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全国已建成海洋牧场300多个。如
今，一个个功能强，规模大的深远海牧
场成功下水，代表着我国“耕海牧鱼”
技术迭代更新，成为我国海洋渔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依托。

海洋良种如何培育？

在位于大连金普新区的辽宁省海洋
水产科学研究院引育种中心，数排筒状
保种池里，养殖着扇贝、海参、海螺等
良种。技术人员从水里捞起一筐比手掌
还大的扇贝，随即登上二楼做种质资源
鉴定评价。

给扇贝做“体检”，一共分为几
步？只见十几只扇贝先是一字排开，被
激光设备在外壳上打上编号；然后
“坐”上传送带，到拍照式设备下测量
尺寸。活扇贝离水后不张口，怎么检测
里面的扇贝肉柱有多大？鉴定评价室内
还有透视设备，隔着外壳就能“察
看”……

经过10余个“体检”步骤，最优的
扇贝被筛选出来，作为繁殖下一代的
亲本。

“我们院从20世纪80年代起引进海
外虾夷扇贝品种，经过一代代的驯化与
选育，从无到有培育出我国的品种。”
辽宁省农科院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
究员赵亮说。

引育一个良种有多难？一只虾夷扇
贝的繁殖生活需要2至3年时间，而培育
一个新品种，则要历经四代以上的性状
稳定，一个培育研究周期就是10年左

右。赵亮说，一开始大家没有经验，不
得不常年守着一个个养殖基地，反复研
究实践。经过科研人员多年的努力，培
育出的虾夷扇贝新品种解决了个头小、
死亡率高等问题，品质也更加稳定。

一手培育优良品种，一手要保护好
种质资源、良种基地。

从大连金普新区城子村岸边乘船，
沿着城山头向东行驶十几分钟，眼前出
现一座名叫“蛋坨子”的小岛。正是在
这片静谧海域， “海碰子”（捕捞人
员）每年都会捞取一批肥满硕大的海参
良种。

早在2002年，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
审定委员会将蛋坨子岛周边海域划定为
刺参原种场保护区。这片由辽宁海科院
联合大连棒棰岛海产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管理的海域，禁止投喂饵料和药品，禁
止生产性捕捞。在这里生长的刺参已由
20多年前的25万头，自然繁育到100多
万头。

“有了这片纯天然的‘种子银
行’，海参的种质研究、种苗培育才有
了源头。”辽宁海科院院长周遵春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种业是现代农
业、渔业发展的基础，要把这项工作做
精做好。

多年来，我国水产种业创新攻关取
得突破：硇洲族大黄鱼在广东成功实现
了苗种的规模化培育；我国自主培育的
12个南美白对虾新品种，目前市场占有
率达到35%……有了种苗保障，我国许
多海水养殖品种从无到有，海洋渔业不
断发展壮大。

【记者观察】我国是世界第一水产
养殖大国，握紧海洋种苗选育，就相当
于握住了海水养殖业的“芯片”。近年
来，我国水产种业在种质资源保护、品
种选育、良种繁育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
步。截至2023年10月，通过国家审定的水
产新品种达283个。一个个新品种的培
育，更多养殖技术的创新突破，为海洋
渔业增产、端牢中国饭碗持续增添信心
和底气。

从海洋到餐桌，如何让百姓放心？

太阳隐入山海，福建宁德市霞浦县
七星海域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鳞
次栉比的新型塑胶渔排上，捕鱼人合力
拉起渔网，成千上万的大黄鱼挤挨着、
跳腾着，水花四溅。24小时内，这些新

鲜的大黄鱼将被分装，送至全国各地。
大黄鱼是我国养殖产量最高的海水

鱼类，全国八成左右的大黄鱼产自宁德。
然而，6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养殖方
式粗放、无序，海漂垃圾随处可见。

回忆起当年，在霞浦县养殖大黄鱼
10余年的董祖不禁感慨：“那时候海面
脏乱差，大黄鱼病害增多，不仅产量下
降，质量也大打折扣。”

转折起于2018年。宁德市全面打响
“清海”之战，全力推进海上养殖综合
整治，将海域划分为禁养区、限养区、
养殖区，治理海漂垃圾污染。

董祖也将自家的泡沫浮球升级为新
型环保材料，让大黄鱼住进了“精装
房”，养殖深度从原来的4米加深至8
米。“环境好了，养出的大黄鱼品质更
好。”董祖说，大黄鱼存活率比改造前
提升约20%，年收益提高约30%。

一条大黄鱼，如何“游”上百姓
餐桌？

宁德市综合防控鱼病与安全用药，
探索“渔医院”模式，县乡村分别建有
“渔医院”和服务站点，里面显微镜、
解剖刀、干燥机、常用鱼药等一应俱
全。养殖户在鱼类发生病害时可前来问
诊咨询，鱼医生还会定期开展海上
巡诊。

上岸的大黄鱼，经过常见禁用药物
与限用渔药快速检测后，进入各个加工
企业。在宁德市三都港海洋食品有限公
司水产加工车间，完成抽检的大黄鱼经
过人工挑刺、拔刺、除净鱼鳍等处理，
最终被打上QS认证等“身份证”，消费
者扫二维码便可追溯其加工、养殖地等
信息。

一条鱼“游”出一个富民大产业。
如今，宁德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大黄
鱼人工养殖、加工、贸易、出口基地。
“宁德大黄鱼”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
标，全产业链产值超两百亿元。

【记者观察】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水
产品生产国，也是世界最大的水产品出
口国，为世界水产品供给作出了重要贡
献。守好海上粮仓的全流程食品安全，
离不开生产端、市场端的两手发力：不
断改善海洋养殖环境，科学配比饵料、
严控药物投放，并做好上市产品的检测
和溯源……坚持高质量，树立高标准，
把好从海洋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才能
让百姓餐桌更丰富、吃得更健康。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让辽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
——— 深耕“蓝色国土”新实践之一

新华社记者 黄 垚

这两天，大家在享受假期的同时，
不少地区公众也感受到高温“炙烤”，
中央气象台10日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
警。预计10日至14日，北方地区的高温
范围将逐渐扩大，且持续时间较长，部
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9℃至42℃。

监测显示，9日北方多地出现35℃至
39℃高温，河北邯郸、邢台、衡水和新
疆吐鲁番局地达40℃至4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分析，
本轮高温天气的成因主要是华北、黄淮

地区高空受西北下沉气流控制，天空晴
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效果都比
较显著。预计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天
气仍将持续，强度还可能有所加强。

近期全球多地出现高温天气，极端
性强。专家表示，全球变暖背景下，不
同区域受到不同性质的高压系统控制，
形成持续的高温系统。对我国来说，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大陆高压共同对我
国的高温天气产生影响。

高温是夏季的“常客”。在气象
上，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
的天气现象，连续数天的高温天气过程

称为高温热浪。
9日，中国气象局启动高温四级应急

响应，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发
布今年第一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

气象专家表示，遇高温天气，建议
公众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暑降温措施，在
衣食住行方面都要有所注意。

穿衣方面要选择易吸汗、宽松、透
气的衣物，宜穿浅色衣服，减少对太阳
辐射的吸收。饮食宜清淡，可适量饮凉
茶、绿豆汤等，不可过度吃冷饮。进出
空调房间注意适应室内外温差，适当增
加午休，保证睡眠时间。

高温天气下，建议尽量减少户外活
动，避免长时间在太阳下暴晒；若需出
行，要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如打遮阳
伞、涂抹防晒霜等，并带上充足的水和
防暑药品；开车要注意检查车况。

若发生中暑，要立即让病人脱离高
温高湿的环境，进行降温、补水。专家
提醒，大量酒精擦浴或掐人中等降暑
“土办法”并不可行，处理不当反而会
加重病情。一旦中暑患者出现神志不
清、昏迷等情况，需将其尽快送至医疗
机构就诊。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高温橙色预警持续发布 专家提醒注意防暑降温

6月10日，市民在广州
市荔枝湾观看龙舟展演。

当日是传统节日端午
节，各地举办龙舟比赛和
巡游活动。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 摄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记者樊曦 韩佳诺）记者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10日，全国铁路预
计发送旅客1590万人次，计
划加开旅客列车1071列，铁
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6月9
日 ， 全 国 铁 路 发 送 旅 客
1249.1万人次，铁路运输安
全平稳有序。

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
返程客流高峰，根据铁路
12306系统大数据，灵活增开
旅客列车，在客流集中的线
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同
时加大旅客服务保障力度，
努力为旅客提供良好出行
体验。

国铁北京局集团公司加
开上海、杭州、太原、沈
阳、大连、济南、青岛、石
家庄等方向旅客列车139列；
国铁太原局集团公司加开太
原至北京、天津、西安、呼
和浩特，大同至北京等方向
旅客列车15列；国铁郑州局
集团公司部分车站持续开展
“‘粽’享旅途 文明出
行”活动，向旅客赠送明信
片、刺绣香包，开展互动答
题，引导旅客文明出行；国
铁武汉局集团公司武汉、汉
口、襄阳、宜昌东、信阳
东、麻城等车站安排志愿者
做好客流疏导和重点帮扶，
助力旅客顺畅出行。

全国铁路迎来
返程客流高峰

亚洲首艘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海
葵一号”完成海上安装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中国海油10日发布消息，随
着最后一根锚链锁紧固定，亚洲首艘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
油装置“海葵一号”完成海上安装，在珠江口盆地流花油
田精准就位，标志着我国深水油气田浮体设施系泊系统安
装能力获得新突破，为我国首个深水油田二次开发项目年
内投产奠定基础。

我国科学家首次获取青藏高原对流层大气
廓线连续观测数据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获悉，该所科研团队首次获取了青藏高原对流层大气
廓线的连续3年观测数据，可为青藏高原天气过程和环境
变化研究、恶劣天气临近预报等提供数据支撑。相关成果
日前在学术期刊《大气科学进展》发表。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国羽获四冠
新华社雅加达6月9日电 2024年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

开赛9日在雅加达结束各单项决赛，中国队夺得女单、男
单、混双、男双共四项冠军。

新研究：禽流感病毒或可通过“挤牛奶”
传播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美国奶牛中暴发的禽流感疫情
仍在持续传播，自3月下旬以来，美国已有9个州的数十家
奶牛场被检测出H5N1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并确认3例
与奶牛感染相关的人感染禽流感病例。近期发布的多项预
印本研究显示，挤奶过程可能推动了禽流感病毒在美国奶
牛之间，以及从奶牛到其他动物甚至人的传播。

阿根廷今年以来确诊登革热病例超50万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6月9日电 阿根廷卫生部9日

发布报告说，2024年以来该国已确诊超过50万例登革热
病例，与往年相比，本次登革热疫情流行季“规模更
大”。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数
据显示，1至4月，我国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
平稳，软件业务收入3.8万亿
元，同比增长11.6%。

值得一提的是，行业利
润总额增速明显。1至4月，
软件业利润总额4314亿元，
同比增长14.3%。1至4月，软

件产品收入9127亿元，同比
增长8.7%，占全行业收入的
比重为24.1%。

在软件业务中，信息技
术服务收入较快增长。1至4
月 ，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收 入
2 4 9 8 3 亿 元，同比增长
13.2%。其中，云计算、大数
据服务共实现收入4107亿
元，同比增长14.3%。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水利部10日发布汛情通报，6
月11日至15日，江南、华
南、西南南部等地预计将有
一次强降雨过程。受降雨影
响，江西、浙江、福建、广
西、广东、湖南等省份多条
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
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具体而言，受降雨影
响，预计江西鄱阳湖水系赣
江、抚河、信江、饶河，浙
江钱塘江上游、瓯江上游，
福建闽江富屯溪、建溪、沙
溪，广西西江干流及支流郁
江、柳江、桂江、贺江，广
东北江，湖南湘江上游将出
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江西

抚河、信江及福建富屯溪、
建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
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
生超警以上洪水。

水利部当天组织防汛会
商会议，滚动分析研判雨
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
部 署 新 一 轮 强 降 雨 防 御
工作。

南方相关省份水利部门
和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珠江水利委员会、太湖流域
管理局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重点做好水利工程调度、水
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
和山洪灾害防御，特别是聚
焦施工工区、旅游景区、农
家 乐 等 山 洪 风 险 点 位 及
区域。

1至4月我国软件业务

收入达3.8万亿元

南方6省份部分中小河流

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