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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馬企業「雲端」對接拓商機

中國東盟探討加強合作打擊跨國犯罪

華北地下水超採治理顯成效
京杭大運河百年來首次全線貫通永定河潮白河滹沱河恢復過流

習近平出訪中亞 凝聚合作新共識
在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媒體發表署名文章

◆◆魏縣是河北省首批地下水超採綜合治理試點縣魏縣是河北省首批地下水超採綜合治理試點縣，，近年來近年來
通過外調水源補給水等方式綜合治理地下水超採通過外調水源補給水等方式綜合治理地下水超採。。圖為工圖為工
人早前在魏縣的農田內鋪設地下輸水管道人早前在魏縣的農田內鋪設地下輸水管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44月月2828日日，，山東省德州市四女寺樞紐南運河山東省德州市四女寺樞紐南運河
節制閘開節制閘開啟啟，，對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補水對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補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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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共中央宣傳部13日就中共十八大以來

水利發展成就舉行發布會。中國水利部部長李國英在會上表示，斷流乾涸近百年的

京杭大運河黃河以北段今年全線過流貫通，實現了大運河百年來首次全線貫通。李

國英並表示，水利部通過實施「節、控、換、補、管」五項措施，使近年華北地下

水超採治理取得了明顯成效，回補地下水累計達80億立方米。從地表的河流和湖泊

看，永定河、潮白河、滹沱河恢復了過流，白洋淀重現生機，另據介紹，十年來，

中國完成水利建設投資達到6.66萬億元人民幣，是之前十年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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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於9月14日至16日出席在撒馬爾罕舉行
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二次會
議，並應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總統托卡耶夫、烏茲
別克斯坦共和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邀請對兩國進
行國事訪問。在國事訪問前夕，習近平分別在哈
薩克斯坦媒體、烏茲別克斯坦媒體發表署名文
章。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13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說，此訪是中方在中國共產黨二十大召開前夕
開展的一次最重要的元首外交活動，充分體現了
中方對上海合作組織和中哈、中烏關係的高度重
視。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真理報》發表

題為《推動中哈關係在繼往開來中實現更大發
展》的署名文章（全文見二維碼1）時指出，今
年是中哈建交30周年，30年來，中哈關係實現
了從睦鄰友好到戰略夥伴關係、再到永久全面戰

略夥伴關係的持續推進，樹立了獨一無二的雙邊
關係定位，打造了相互尊重、睦鄰友好、同舟共
濟、互利共贏的新型國家關係。
文章指出，此訪期間將同托卡耶夫總統就更好

發展中哈永久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推進中哈全方
位互利合作深入交換意見，以構建中哈命運共同
體為目標和願景，就攜手推進中哈關係作出四點
部署和規劃：要持續發展睦鄰友好，要不斷深化
互利合作，要堅定捍衛共同安全，要全面加強國
際協作。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烏茲別克斯坦《人民言論

報》、烏茲別克斯坦國家通訊社等媒體發表題為
《攜手開創中烏關係更加美好的明天》的署名文
章（全文見二維碼2）時指出，今年是中烏建交
30周年。30年來，中烏關係的大樹愈發根深蒂
固、枝繁葉茂。兩國始終相互尊重、睦鄰友好、
同舟共濟、互利共贏，各領域合作取得實實在在

的成果。
文章指出，中烏要加大相互支持，鞏固互信紐

帶；要深化互利合作，共謀發展繁榮；要強化安
全合作，化解風險挑戰；要密切人文交流，促進
民心相通。

外交部：標誌中哈中烏關係進新階段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13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

會上表示，在國際形勢深刻變化、新冠肺炎疫情
延宕反覆的背景下，上海合作組織在維護地區安
全穩定和促進各國發展繁榮方面的作用進一步凸
顯。在即將舉行的上合組織峰會上，習近平主席
將同其他與會國家領導人一道，重點圍繞上合組
織框架內全方位合作、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等深
入交換意見，凝聚合作新共識，譜寫合作新篇
章。「我們相信，上合組織將繼續弘揚『上海精
神』，不忘初心、砥礪前行，在第三個十年發展

新征程上取得更大成就，為促進世界和地區的和
平發展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毛寧說，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都是中國

的友好近鄰和全面戰略夥伴，也是「一帶一路」
重要沿線國家。中哈、中烏建交30年來，始終
秉持相互尊重、睦鄰友好、同舟共濟、互利共贏
的原則，不斷推動彼此關係取得新成就，邁上新
台階。習近平主席對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
進行國事訪問，標誌着中哈、中烏關係進入新的
發展階段。

據悉，京杭大運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歷史
悠久、工程浩大，曾承載着無數繁華盛景，

具有防洪排澇、輸水供水、內河航運、生態景觀
等功能。受歷史演變、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影
響，一個時期以來，京杭大運河黃河以北河段水
資源嚴重短缺，一些河斷流、水生態損害、水環
境污染等問題十分突出。為推進華北地區地下水
超採綜合治理和河湖生態環境復甦，改善大運河
水資源條件，恢復大運河生機活力，水利部聯合
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四省（市）開展了京杭
大運河2022年全線貫通補水工作，並於5月底完
成集中補水任務。

淺層地下水回升1.89米
水利部介紹，通過補水，京杭大運河黃河以北

段地下水有效入滲回補，同時減少流經地深層地
下水開採。根據地表水、地下水水質監測及對水
生態做的調查分析，補水後河道水質有所改善，
地下水的水質基本穩定，生物多樣性指數增加，
水生態狀況得到改善。另外，大運河有了水，為
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帶來了更多鮮活的素
材和場景，為大運河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據介紹，華北地區河湖生態環境遭到過嚴重損

害，地下水嚴重超採，並造成了大面積地面沉
降，華北地下水的超採問題備受社會關注。對
此，李國英表示，多部門採取「節、控、換、
補、管」等措施，大力實施華北地下水超採綜合
治理，取得明顯成效。「節」即節約用水，在華

北地區採取三項措施：農業節水增效、工業節水
減排、城鎮節水降損。「控」即嚴格控制地下水
開採規模和開採強度、嚴控高耗水產業發展。
「換」是把以地下水為水源的產業、部門用水方
式換成引用地表水。「補」是補充華北地區地下
水的來源。近兩年，水利部加大力度，向永定
河、白洋淀和京杭大運河黃河以北段補水。
「管」則是對地下水的開採實施嚴格管控。
最新統計顯示，2021年底和2018年同期相比，
華北地區地下水超採治理區淺層地下水回升了
1.89米，深層承壓水回升了4.65米。這些年回補
地下水累計達80億立方米。李國英表示，從地表
的河流和湖泊來看，永定河、潮白河、滹沱河恢
復了過流，白洋淀重現生機。京杭大運河實現百
年來首次全線貫通。

中國10年水利建設投資逾6萬億
水利部規劃計劃司司長張祥偉在會上稱，十八
大以來，全國先後實施了172項、150項重大水利
工程。10年來，完成水利建設投資6.66萬億元人
民幣，是之前十年的5倍。大江大河基本形成河
道及堤防、水庫、蓄滯洪區為主要組成的流域防
洪工程體系，在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和重大基礎設
施安全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另外，這10年來，
還建設了南水北調中東線一期工程、珠三角水資
源配置等跨流域、跨區域引調水工程54處，設計
年調水量647.9億立方米，中國的水資源統籌調配
能力顯著提升。

京杭大運河南起
杭州，北至北京，
途經浙江、江蘇、
山 東 、 河 北 、 天
津、北京，貫通海
河、黃河、淮河、

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約
1,797公里。春秋吳國為伐齊國而開
鑿邗溝，隋朝大幅度擴修並貫通至洛
陽且連涿郡（今北京），元朝翻修時
棄洛陽而取直至北京。開鑿至今已 有
2,500多年歷史。

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
程最大的古代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
河之一，與長城、坎兒井並稱為中國
古代的三項偉大工程。運河對中國南
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發展與交
流，特別是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
發展起了巨大作用。

進入二十世紀後，京杭大運河停止
漕運，一些河段淤塞不通。新中國成
立後，黃河以南的運河河段在交通運
輸中發揮着重要作用，黃河以北的運
河河段得到一系列整治，但是京杭大
運河一直不曾全線通水。

2002年，京杭大運河被納入了「南
水北調」東線工程。2014 年 6 月 22
日，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
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46個世
界遺產項目。2022年4月28日，京杭
大運河實現了近百年來首次全線貫
通，5月底完成集中補水任務。

如今的京杭大運河除了具有防洪排
澇、輸水供水、內河航運、生態景觀
等功能外，已成為活態遺產，承載了
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價值，傳承
着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文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6月24日，京杭大運河北京段、河北段聯合舉行京
冀遊船通航儀式，標誌着京杭大運河京冀段全線62公
里實現遊船通航。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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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梅花」料兩度登陸華東

9月13日是農曆八月十
八，每年農曆八月十八是
觀賞錢塘江潮水的最佳時
機。今年，受颱風「梅
花」影響，錢塘江在風雨
之中迎來大潮。圖為9月
13日拍攝的錢塘江潮
水。

圖/文：新華社風 雨 中 迎 大 潮

◆◆9月13日，為期3天的「2022年中（中國）
馬（馬來西亞）企業合作對接會」在「雲端」
舉行。圖為廣西南寧分會場，嘉賓手持大會紀
念牌合影。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第四屆中國—
東盟警學論壇13日在南寧召開，來自中國和東
盟各國的專家學者就打擊跨國犯罪、區域安全
治理和跨國投資企業安保等議題進行深入交
流。

非傳統安全威脅依舊存在
中國公安部部長王小洪在視頻致辭中表示，當

今世界並不太平，非傳統安全威脅依舊存在，新
情況犯罪又不斷更新迭代，但無論世界如何風雲
變化，無論面臨何種困難，中國始終將東盟作為

周邊外交和執法合作的優先方向，堅持不斷深化
同東盟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在大數據時代，許
多跨國犯罪分子、犯罪集團，利用區塊鏈、虛擬
貨幣、人工智能等新的技術手段，對中國和東盟
國家都造成風險，也給打擊犯罪帶來壓力和挑
戰。中國—東盟警學論壇為進一步深化中國與東
盟各國警方的執法警務合作，推動共同打擊跨國
犯罪，搭建了新平台。

瀾湄執法取得了一定成效
瀾滄江—湄公河綜合執法安全合作中心（以

下簡稱「瀾湄執法中心」）代理秘書長姜水在
致辭時表示，作為中國—東盟合作框架的有益
補充，瀾湄執法中心已多次組織打擊毒品、販
賣人口、新型犯罪等突出跨國犯罪問題的聯合
行動，並在聯合偵查、跨國追逃等方面取得了
一定成效。
印度尼西亞駐華使館公使狄諾在致辭中表
示，印度尼西亞願與中國和其他國家共同合
作，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同時在發展和安全
之間找到平衡點，建立一個更加和平、安全、
繁榮的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9月13日，為
期3天的「2022年中（中國）馬（馬來西亞）
企業合作對接會」在「雲端」舉行。此次活動
由馬來西亞對外貿易發展局、中國駐馬來西亞
大使館、中國—東盟博覽會秘書處等單位主
辦，在廣西南寧、馬來西亞吉隆坡等地設分會
場。
馬來西亞對外貿易發展局局長穆斯塔法13日
表示，作為今年中國—東盟博覽會的主題國，
馬來西亞參與舉辦本次活動，旨在推動馬中政

府、商協會、企業交流互動，深化在貿易投
資、數字經濟等領域的合作，促進在《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框架下，馬
中經貿合作進一步發展。
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歐陽玉靖表示，近年

來，中國與馬來西亞關係不斷實現跨越式發
展，在產業園區、基礎設施、裝備製造等領域
合作逆勢上揚，成果豐碩。當前，企業投資合
作重點正從以往的紡織服裝等傳統領域，向數
字經濟、生物科技等方面拓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今年第12號颱風
「梅花」14日兩次登陸華東沿海，中央氣象台
14日10時發布颱風紅色預警，中國氣象局當天
將颱風應急響應提升為二級。

浙四機場清空 長三角列車停運
「梅花」（強颱風級）的中心14日10時位於

浙江省象山縣東南方向大約185公里的東海南部
海面上。預計，「梅花」將以每小時20至25公
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動，強度維持或略有增
強，並將於14日傍晚前後在浙江三門到舟山一
帶沿海登陸（強颱風級）。登陸後，「梅花」
將繼續向西北方向移動，強度有所減弱，穿過
杭州灣，並將於14日夜間在浙江嘉興到上海浦

東一帶沿海再次登陸（颱風級）。
為防範颱風，上海浦東與虹橋兩大機場已用

繩索綁住停機坪上100多架飛機，五成以上進出
港航班將調減取消。浙江寧波、台州、舟山、
溫州等，不安排飛機過夜及停場四機場飛機全
部清空。颱風最強風雨影響時段，為確保列車
運行安全，長三角鐵路預計停運列車超過380
列。
上海市要求各區、各部門、各單位保持高度

警戒，視情況啟動停課、停工、停運、停航、
停園、停業的「六停」措施。浙江省則下令所
有海上作業漁船13日中午12時前回港避風，海
上養殖人員全部撤離上岸。寧波、舟山、台州
等多地學校停課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