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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美丽中部“绿色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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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入江口
以下河段发生全线超警洪水
新华社北京 7月 2日电 记者 2日

从水利部了解到，受持续降雨及干支流
来水影响，1日 23时 40分，长江中游干
流汉口水文站水位涨至 27.31米，超警
戒水位0.01米；2日5时55分，长江中游
干流黄石港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
24.50米。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入江
口莲花塘以下河段发生全线超警洪水。

水利部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长江
中下游干流水位预计仍将持续上涨，7月
5日后长江中下游干支流及洞庭湖和
鄱阳湖水位将逐步回落，最长超警历时
15天左右，7月 15日前后将全线退至
警戒水位以下。

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统计，6月
18 日长江中下游入梅以来，长江中下

游干流附近及其南部发生持续性强降
水过程，截至7月 2日 8时，全流域共有
185站发生超警及以上洪水。6月28日，
长江发生2024年第 1号洪水。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水利部门全
力防汛抗洪。水利部维持对江西、湖
南、湖北、安徽 4省的洪水防御Ⅲ级应
急响应，8个工作组在长江流域一线指
导洪水防御工作。长江委会同相关地
方水利部门联合调度长江上中游 53座
控制性水库，累计拦洪约 91 亿立方
米。其中，三峡水库将日均超25000立
方米每秒的入库流量，削减至出库流量
日均14000立方米每秒左右，累计拦洪
39亿立方米，极大地减轻长江中下游
地区防洪压力。

这里既分布着我国第一和第二大淡
水湖，也有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的地区；
既有森林覆盖率位居全国前列的省份，也
有全国荒漠化监测与防治重点地区……

新时代以来，生态禀赋各异的山
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中部
六省，奔向共同目标——协同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美
丽中部。

长江黄河岸阔水清，太行罗霄绿意
盎然，鄱阳洞庭鸢飞鱼跃……在保护中
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辽阔中部风景如
画，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道路越
走越宽广。

生态修复：治愈“伤疤”，
绿妆重染好山水

中部六省位于长江、黄河、淮河等
重要流域的关键区域，分布有鄱阳湖、
洞庭湖等众多湖泊和太行山、大别山、
罗霄山等森林生态系统，生态地位举足
轻重。由于能源和金属矿产富集，水资
源丰富，交通便利，成为我国能源开采、
化工冶炼聚集区。长时间粗放开采和
污染排放，导致不少区域生态被破坏，
留下一道道“伤疤”。

站在江西省德兴市直径 2公里多
长、500多米深的巨大铜矿采区前，原本
岩石裸露、寸草不生的边坡，如今正在分
区恢复花草繁盛、绿树成荫的景象。

德兴铜矿是亚洲最大露天铜矿之
一，年铜产量近 16万吨。长期的矿石
开采、废石堆放，在连绵崇山间留下一
块块巨大“伤疤”。2019 年，德兴铜矿
和华南师范大学束文圣教授团队合
作，探索引入微生物改良土壤，成功破
解了有色金属矿坑和废石堆修复这一
难题。

“矿上从 20世纪 80年代起就尝试
边坡播种复绿。但因为没有土只剩下
几棵松树，2003年尝试移土种树。后来
又因雨水冲刷只留下几片灌木。直到
和束教授合作才找到了治本的修复方
法。”江铜集团德兴铜矿矿长吴启明说。

德兴铜矿近年来投入 5亿多元，完
成复绿面积800多公顷，让废石堆场成
为“矿山公园”，尾矿库变成天鹅栖息地
和游客拍照的“打卡点”。

住在矿山脚下的德兴市泗洲镇祝
家社区 49岁居民吴长根说，过去流经
矿区的大坞河浑浊不堪，空气中粉尘
弥漫，“如今村里变干净，河里都能看到
鱼了”。

近年来，中部地区统筹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筑牢生态安全屏
障。中部地区“绿色含量”不断增加：
2023 年长江干流、黄河干流水质均达
到Ⅱ类及以上；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
完成植树造林 4769万亩、防沙治沙和
石漠化治理1210万亩。

能源转型：“煤海”里“种
太阳”，报废电池循环利用

山西大同，中国“煤都”。一片4.96
万亩的采煤沉陷区被郁郁葱葱的绿植
所覆盖，大大小小的山梁上分布着一排
排光伏板。

2015年之前，这里一度黄沙漫天，
植被覆盖率仅有 10%左右。大同市新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伟介绍，
利用电网接入条件好、太阳能资源丰富
等优势，当地因地制宜转型发展光伏产
业。截至今年 3月底，不到 8年时间这
里已累计发电124亿千瓦时。

“挖煤开采的是数亿年前储存在植
物里的太阳能，挖完就没了。现在我们
在沉陷区里‘种太阳’，绿色电力源源不
断。”王志伟感慨说。

让“煤海”变“光海”，荒废的土地
“重生”。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数据显
示，2023 年，山西发电量达 4376 亿千
瓦时，其中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电量占
比达25.2%。

绿色低碳是转型发展的必经之
路。近年来，中部六省坚定不移加快绿
色转型发展，着力构建绿色现代化产业
体系。行走在中部，绿色发展的新故事
越来越多：

电池包外壳经过拆解，分类为废
铝、废铁、塑料等外售；负极材料被回收
为铜、碳粉；正极材料则循环再生为电
池镍、钴、锂等材料……在江西赣州市
豪鹏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一块块废旧
动力电池实现再利用。

“资源有限，而循环无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公晓钦介绍，2023年行业下行
压力较大，但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超 2亿
元，持续保持盈利，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挖掘隐藏的“城市矿山”，推动资源
集约高效利用。2023年，江西9大类再

生资源回收量同比增长超52%。
包装车间里空无一人，上下翻飞的

机械手臂将一袋袋沉重的化肥码放整
齐——这是记者在位于“中国古铜都”
铜陵的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看
到的景象。

“之前包装车间需要工人 24小时
倒班，运用工业互联网打造自动化产品
包装线后，可做到人歇机器不歇。”安徽
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信息中心主管
吴昊说，这个应用系统可以让公司磷酸
萃取率平均提升 0.79%，每年可节约磷
矿石资源 6000余吨，减少磷石膏固废
约1万吨。

绿色转型中，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势头好、动力强。

今年一季度，江西新能源汽车产量
同比增长 155.7%，锂离子电池产量同
比增长 40.5%，充电桩产量同比增长
49.9%；湖南省规模工业光电子器件、
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21.7%、
35.1%；湖北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21.5%，比上年全年加快 15.8个
百分点。

向新求变：“矿老板”改
当“茶老板”，农民工转做民
宿管家

“过去挖矿，吃‘有水快流’的‘子孙饭’；
现在种茶，发‘细水长流’的‘生态财’。”
湖南省花垣县民乐镇企业家麻兴刚说。

地处武陵山脉的花垣县锰矿资源
丰富，40多年采矿让麻兴刚“发锰财、
猛发财”。然而，锰矿乱采滥挖，矿渣污
水直排，安全事故不断，让麻兴刚觉得

“钱是赚了，但山被挖得千疮百孔，日子
过得心惊胆战”。

2021 年花垣县整合锰矿资源，麻
兴刚第一个签字退出采矿，1000 多万
元退出补偿资金用来种出2000亩生态

茶园。选种优质黄金茶，采购茶叶加工
设备，向农技专家取经，他种出的生态
有机茶，每斤能卖600元到1400元。

“一座百万吨锰矿，最多开采10年；
一座生态茶园，不翻种也能采茶50年。”
麻兴刚说。

像麻兴刚这样从“矿老板”变身“茶
老板”“果老板”“牛老板”的，在中部地区
并不鲜见。过去10多年，仅湖北省十堰
市竹溪县就累计有上百名“矿老板”转行
生态农业。弃矿转农的当地企业家朱
明言说，以前毁山采矿，终究会“坐吃山
空”；如今种枣酿酒，能延绵不绝。

好山好水也为农民家门口就业创
造新职业。江西省武宁县新宁镇渡头
村 60岁村民尹兵，在工地上做水电工
30多年。去年他将自家农房出租改造
成民宿，被聘为民宿管家，负责保洁绿
化、果园养护、菜品采购。现在，他的工
资加上房屋租金年收入超过 10万元，
比外出务工高两万多元。

今年元旦民宿开业后，假期预订爆
满，平时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尹兵
说，没想到家门口的山水，对武汉、长沙
等外地客人竟有如此大吸引力，“村里
还有40多套农房也将改造”。

“富硒大米”“按摩牛肉”等特色农
产品售价翻番，“好空气”通过碳汇交易
能卖出“好价钱”，一座山和一湖水都能

“估价”获得银行贷款……过去隐藏在
中部地区好山好水中的生态产品，正在
被“看见”、被开发、受追捧。

绿色生态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
发展的强劲动能。中部各地通过价值
核算、生态补偿、资源交易等多种渠道，
探索将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价值逐步
转化成经济价值。一幅“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正
在美丽中部徐徐铺展。

（新华社南昌7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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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7月1日电 第78届
联合国大会 1日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主
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
决议，140多国参加决议联署。

该决议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应坚持
以人为本、智能向善、造福人类的原则，
鼓励通过国际合作和实际行动帮助各
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
力建设，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全
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倡导开
放、公平、非歧视的商业环境，支持联合
国在国际合作中发挥中心作用，实现人
工智能包容普惠可持续发展，助力实
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联大
全会介绍决议草案时表示，当前全球

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对各国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
响。但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尚未能真正接触、使用人工智能并从
中受益，全球数字鸿沟仍有扩大之
势。广大联合国会员国普遍期待就人
工智能能力建设加强国际合作，平等
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共享人工
智能知识成果。

傅聪说，这份决议聚焦人工智能
能力建设主题，围绕加强相关国际合
作提出一系列重要务实举措，旨在帮
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人工智能
发展中平等受益，弥合数字鸿沟，完善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加快落实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该决议获得协商一

致通过，表明广大会员国普遍赞同通
过对话合作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充分彰显出中国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
理的负责任态度和重要引领作用。

傅聪表示，中方期待以本决议通
过为契机，同广大会员国一道积极推
动决议后续落实，坚持发展优先，坚持
以人为本，坚持平等互利，坚持守正创
新，以实际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
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促进人工智能赋
能可持续发展，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新闻发言
人表示，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热烈欢迎决议协商一致通过，高度赞
赏中方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与治

理、加快落实2030年议程方面发挥的
领导作用，一致认为决议聚焦人工智能
能力建设，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对弥
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各国共享人工智
能发展成果具有重要里程碑式意义。

发言人说，2023年 10月，中国领
导人宣布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
议》，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指明
了方向。该决议作为联合国首份关于
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的决议，
充分反映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
和全球发展倡议的核心要义，顺应了
广大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热切
期待，体现了对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
积极支持，是在联合国平台践行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又一重大举措。

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 7 月 1 日协商
一致通过中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
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这份决议聚焦
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围绕加强相关国
际合作提出一系列重要务实举措，旨在
帮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人工智
能发展中平等受益，弥合数字鸿沟，完
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加快落实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决议获得协商一致
通过，表明广大会员国普遍赞同通过对
话合作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充分彰
显出中国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负
责任态度和重要引领作用。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攸关全人类命
运，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当前，全球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风起云涌，成为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
量。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有目共

睹，它推动生产力的飞跃，带来生活方式
的变革，潜移默化重塑着社会结构与经
济形态。然而，面对技术的“狂飙突进”，
风险和隐患也陡然上升，国际社会亟需
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全球人工智能治
理。只有加强对话与合作，才能凝聚共
识、贡献智慧、形成合力，共同抵御风险。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大国，中国高
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推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近年来更是积极推动深化人工智能发
展和治理国际合作，为推动人工智能健
康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增进各国
人民福祉而努力。中方先后提出了《中
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立场
文件》《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一系
列文件倡议，持续为推进人工智能的全
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造福人

类的方向不动摇。人工智能将人类从
大量繁重的日常劳动中解脱出来，却
也开始滋生出侵害伦理、侵犯版权、
AI 换脸诈骗、威胁数据安全等一系列
问题。科技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关键
看人类如何利用。早在 2018 年，中方
就提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
险研判和防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
靠、可控。此后，中方在诸多场合一贯
强调发展与安全并重，主张通过全面
和包容性的对话，挖掘人工智能的潜
力，降低其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
于人类控制之下，其发展能够持续增
进人类福祉，推动全球发展。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不动
摇。人工智能的机遇、风险和挑战本
质上是全球性的，加强国际合作具有
重要意义。各国要消除偏见与歧视，
坦诚相待，真正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求
同存异，共同探索可行的解决路径。
中方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
能规则治理，反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优势传播虚假信息，干涉他国内政，危
害他国主权，恶意阻扰他国技术发展。

坚持弥合数字与智能鸿沟的国际
道义不动摇。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
展，但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
尚未能真正从中受益，许多发展中国家
期待就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加强国际合
作。中方提出的务实举措旨在帮助发展
中国家提高竞争力和话语权，促进人工
智能更好赋能可持续发展和增进全人类
共同福祉，不让任何一国、任何一人掉
队。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一致认为中国主提的这份决议,对弥合
全球数字鸿沟、推动各国共享人工智能
发展成果具有重要里程碑式意义。

未来已来，人工智能的浪潮不可
阻挡，中国方案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
理指明了方向与路径。国际社会要同
心协力，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人
工智能的健康发展注入新动能，推动
人类社会迈向更加“智慧”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这是湖北宜昌市滨江公园灯塔广场。该广场是在实施岸线复绿等综合措施后，由老旧码头改造而成。（新华社 发）

联大通过中国提出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

为人工智能造福人类贡献中国智慧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从人形机器
人到无人驾驶出租车，上海市浦东新区在2024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前夕展示了一系列前沿应用，显示出人工智能正在
加速与经济社会发展融合。

在位于浦东张江科学城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
新中心内，一台身高超过180厘米的人形机器人，伸出五指
手，准确地抓取桌面上随机摆放的面包，再放入旁边的篮子
里。这台名为“青龙”的全尺寸通用人形机器人，即将亮相
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公布其开源技术。

不要小看精准抓取这个动作，其涉及视觉、触觉融合技
术，对算法要求颇高。包括“青龙”在内的人形机器人，集人
工智能、高端制造、新材料等先进技术于一体。2024年 5
月，由工信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授牌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
机器人创新中心落户浦东。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是一个研发平台，也
是一个机器人训练场。在中心二楼，几台机器人正在努力学
习人类本领：有的在学习高负荷状态下稳定快速地行走，有
的在训练抓取饮料、饼干等不同形状和重量的物品……“要
让人形机器人最终赋能千行百业，需要开展大量的实验，确
保其安全性。”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体系总监邢伯阳表
示，可容纳 100个人形机器人训练的训练中心计划于明年
建成，加速人形机器人生态建设和产业成果转化。

浦东新区科经委介绍，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浦东战略布
局完整、产业基础扎实，2023年浦东企业发布了 4款人形
机器人，机器人整体产业规模已超过200亿元。

既要研发最前沿的技术，也要探索接地气的应用。在浦
东世博园区AI赛道附近，一辆辆无人驾驶出租车虚席以待。
打开微信小程序“小可来喽”，乘客就能在手机上下单预约，与
来自上汽赛可智能等企业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近距离接触。

“这些车辆同时配备了远程驾控系统，特殊场景下可以
远程下发指令或接管车辆，帮助车辆脱困或按特定线路行
驶。”赛可智能首席技术官于乾坤说。

拐弯、变道、等红灯……于乾坤介绍，赛可智能已经在上
海形成了最大规模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车队，累计完成订单超
30万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投入的无人驾驶车辆，将
用于乘客的短途接驳，让更多人体验到无人驾驶服务。

与无人驾驶出租车同台展示的还有未来的“空中出租
车”——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上海峰飞航空科技为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带来了电动航空器产品“盛世龙”。这款航空
器搭载纯电推进系统，采用 5座座舱设计，最大航程 250公
里，最大巡航速度200公里/小时。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融合了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的
优点，可以垂直起降、自动驾驶，无需传统机场，制造和使用
成本更低，可用于城市内的低空出行，比如浦东机场到陆家
嘴。目前，这款航空器正在积极开展适航取证。”峰飞航空
相关负责人表示。

无人驾驶出租车、专为城市配送场景打造的无人物流
车“小魔驼”、可为电动车提供快充服务的“移动充电宝”蚕
丛机器人……“无人产品”的背后，是大量的研发投入和技
术攻关。浦东新区科经委表示，面对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
浪潮，将瞄准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算力、人形机器人与具
身智能等新赛道，不断增强产业发展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新华社上海7月2日电）

新华社北京 7月 2日电 记者 2日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7月 1日暑运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363.8 万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
序；7 月 2 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200 万 人 次 ，计 划 开 行 旅 客 列 车
10286列。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暑运期间，学生
流、旅游流、探亲流等出行旺盛，铁路客
流将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精心制
定暑期旅客运输工作方案，加大运输能
力投放，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助力
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各地铁路部门加强站车服务，坚守

安全底线，做好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工
作。国铁郑州局集团公司强化老幼病
残孕等重点旅客预约管理，提供进站乘
车“一站式”服务，同时与公交集团等地
方市政交通部门密切协作，确保有序接
驳，方便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国铁
成都局集团公司与南方电网贵阳供电
局加强协同联动，对贵阳北站、贵阳东
站等高铁枢纽站及管内沪昆、贵广等高
速铁路沿线供电设施开展安全巡查；国
铁南昌局集团公司对管内各车站共
1601 部客运电梯实施全过程维护，排
查优化车站引导标识流线，在进站口、
安检通道等客流密集区域增派人员进
行引导，让旅客出行更加便利舒心。

暑运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1300万人次

船舶有序通过三峡双线五级船闸（6 月 30 日摄，无人机照片）。7月 1日，据长江
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2024年上半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超过 7500万吨，其中，三峡船闸
通过量达 7188.92万吨，三峡升船机通过量达 336.23万吨。 （新华社 发）

三峡枢纽2024年上半年通过量超7500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