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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受颱風「杜蘇芮」殘餘環流繼續北上影

響，京津冀等地出現強降雨，防汛形勢嚴峻。中央氣象台於7月29日發布了史上

第二個最高級別的暴雨紅色預警。7月30日當日，京津冀多架次航班取消，北京

啟動防汛紅色預警響應，關閉了全市所有景區，故宮、國博等各大博物館暫停開

門迎客，學校停止全部線下教學活動和野外教學活動，企事業單位則非必要不要

求員工到崗上班，並呼籲市民非必要不外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7月30日，「山西發
布」微信公眾號發布《關於代縣精誠礦業礦工死亡瞞
報事件調查處置情況的通報》。通報指，精誠礦業先
後瞞報生產安全事故40起、死亡礦工43人。涉事28
名嫌疑人已被刑事控制。
近日，中國山西省組建聯合調查組進駐忻州市代

縣，對精誠礦業有限責任公司礦工死亡瞞報事件進行
提級調查處置。

針對該公司自2003年8月成立以來近20年間的生產
安全事故進行核查。經查明，到2022年發生「9．1」
滑塌事故前，精誠礦業先後瞞報生產安全事故40起、
死亡礦工43人。

礦企威逼利誘家屬簽「封口協議」
通報指，精誠礦業在不同礦洞組織開採作業，單個

礦洞一般3至5人，發生亡人事故後，礦企封鎖消息、

隱匿不報，並把遇難礦工家屬分別安排在外地單獨談
判，通過威逼利誘、私下達成高額賠償、簽訂「封口
協議」等方式，蓄意逃避責任、處罰和懲處。
調查期間，應急管理部門依據相關規定，已注銷代

縣精誠礦業一、二採區的《安全生產許可證》。初步
認定該公司已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公安機關已依法
對主要負責人潘某某、王某某在內，涉嫌不報安全事
故罪、重大責任事故罪、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的28名

嫌疑人，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另外，對16名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的公職人員立案審

查調查並採取留置措施。
6月29日，有內地媒體報道，從2007年至2022年

「9．1」滑塌事故發生，精誠礦業有30多名礦工因生
產安全事故死亡被瞞報。
事件引發熱議，當局隨即成立聯合調查組展開調

查。

山西精誠礦業涉瞞報43礦工遇難 28嫌疑人被刑事控制 16公職人員被立案

京津冀迎最強雨 部分地區達741毫米
北京降水料持續超70小時 全市停工停課

氣象部門統計，從29日20時至30日17時，
北京地區全市平均降雨量89.6毫米，城區

平均102.4毫米；最大降雨出現在房山區三流水
村，為296.8毫米。
從29日9時至30日17時，京津冀地區最大降

雨出現在河北邢台市臨城趙莊梁家莊，為741.7
毫米，最大小時雨強出現在廊坊市霸州東段，
30日2時至3時降雨72.5毫米。

臨城「一場雨超全年的量」
據悉，臨城往年全年的降水量約為526毫
米，今次一場雨可謂超過了往年一年的量，降
雨強度極其兇悍。
根據中國在氣象上的劃定，「暴雨」以24小
時總雨量達到50毫米、12小時總雨量達到30毫
米以上為標準；如果24小時降水量大於等於
250毫米、12小時降水量大於等於140毫米，即
稱為「特大暴雨」。

「杜蘇芮」殘餘環流持續時間長
中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方翀表示，「杜蘇
芮」在登陸時強度較強，登陸後北上速度一度
較快，對江西、安徽等地造成的降水並不算太
強。
但是，其殘餘環流持續時間較長、水汽輸送
充沛再加上地形加持，經「長途跋涉」後反而
造成了此次京津冀地區的極端強降水。另據北
京市氣象台研判，北京降水持續時間預計將超
過70小時，此次降水過程具有極端性，降水量
有可能突破歷史紀錄。
專家稱，京津冀地區今次降雨過程屬於長時

間被固定天氣系統影響，如人站在行駛的列車
旁邊一般，接連不斷地感受到一節節車廂經過
時帶來的巨大聲音和衝力，影響效果疊加，這
通常被稱作「列車效應」。
河南、山東及京津冀等地都出現強降雨，防
汛形勢嚴峻。國家防總於7月29日將針對京津
冀晉魯豫6省份的防汛應急響應提升至三級，
後又在7月30日對京津冀晉豫5省份啟動防汛
二級應急響應。
中國水利部7月30日也將京津冀洪水防禦應
急響應提升至Ⅱ級，要求有關省市即刻進入應
急響應工作狀態，迅速周密有序做好蓄滯洪區
運用準備。

京啟防汛一級響應 全市景區關閉
7月30日15時，北京房山區周口店北下寺村
降雨量超過200毫米，溝道漲水明顯，發生山
洪，坡面匯水沿鄉村公路下洩，山洪未造成人
員傷亡。值得一提的是，在2012年北京「7．
21」特大暴雨中有79人遇難，其中房山區是重

災區之一。

一商城附近出現路面塌陷
同樣受到強降雨影響，當日，位於北京石景
山區的京西大悅城附近出現路面塌陷。該商城
總建築面積23萬平米，品牌店舖數量近300
個，由於在今年6月18日剛剛正式開業，如今
僅僅過去一個月時間，就因強降水出現附近路
面塌陷，在微博等社交網絡平台受到廣泛關
注。
在7月29日傍晚，北京就已發布暴雨紅色預
警信號，北京防汛指揮部並啟動全市防汛紅色
（一級）預警響應。
至預警解除為止，企事業單位除保障城市運
行、民生服務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員工到崗上
班；停止有組織的室內、室外文化體育娛樂活
動，做好相關人員安全疏散工作；學校停止全
部線下教學活動和野外教學活動，培訓機構停
止全部線下培訓活動。根據防汛應急預案，北
京還關閉了全市所有景區，鄉村民宿暫停營
業。故宮、國博、北大紅樓等多家文博機構也
都發布臨時閉館通知，開放時間將視雨情而
定。

京津冀多架次航班取消
7月 30日北京降雨持續，部分路面出現積

水。市民鄭女士指，暴雨之下，其家所在的
北京朝陽「十里河」街道變成「十里海」，
當天因為暴雨取消了和閨蜜周末外出逛街的
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北京部分地鐵站加

裝了圍擋防水，天安門東站、天安門西站甚至
採取了封閉措施，市內一百餘條公交線路當日
採取了停駛甩站等措施。受降雨影響，首都機
場、天津濱海機場和河北、河南等地的機場都
取消了多架次航班。

「卡努」料周一靠近浙江沿海
另據澎湃新聞報道，中央氣象台預計，今年

第6號颱風「卡努」將以每小時20—25公里的
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動，7月31日在琉球群島
附近海域轉向西北方向移動，7月31日夜間至8
月1日早晨進入東海，逐漸向浙江沿海靠近，
強度逐漸增強，最大強度可達強颱風級（45—
50米/秒，14—15級）。
8月1日晚至8月2日上午，「卡努」將在浙

江省沿海登陸或近海轉向，可能對浙江省造成
嚴重影響。
上海氣象部門表示，從最新路徑來看，「卡
努」在8月1日—3日將會給華東地區及上海帶
來風雨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近日，第5號颱風「杜蘇芮」與第6號颱風
「卡努」接踵而至，帶來的強風暴雨可能給
農業生產帶來嚴重影響。為此，農業農村部
近日連發多條通知，部署農業防汛抗洪工
作。30日，該部啟動農業重大自然災害三級
應急響應，要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山東、河南等省市落實好防汛救災措施，提
前清理溝渠，做好應急排水機具準備，降雨
過後及時搶排積水，加強分類田管、科學追
肥，強化病蟲害防控，促進植株盡快恢復正
常生長，最大限度減輕災害損失。
農業農村部要求各地農業農村部門加強與

氣象、水利、應急等部門溝通會商，密切關
注天氣趨勢，及時發布預警信息，指導農民
提早做好防禦準備。加強應急值守，強化災
情調度，第一時間調度反映雨情、水情和災
情，科學評估降雨影響及農業受災情況。

搶收成熟作物 搶排田塊積水
同時，立即動員相關海域作業漁船和養殖

人員盡快回港或就近避風、避浪，及早加固

維護漁港設施和堤壩，確保人員生命安全。
組織農民抓緊加固果樹、設施大棚和畜禽圈
舍等農業生產設施，搶收已成熟作物，減輕
災害損失。
農業農村部強調，要狠抓生產自救。玉米等

高稈作物遭遇颱風倒伏後及時扶正培土，及時
搶排田塊積水，追施速效氮肥、噴施葉面肥，
促進植株盡快恢復生長；對受淹的水稻，要及

時查苗洗苗扶苗，加強肥水管理；對因災絕收
地塊，要結合農時季節和地區特點，指導農民
及時查苗補苗，因地制宜改種補種。
另外，組織專家制定分區域、分作物防災減
災技術指導意見。及時組派工作組包縣包鄉、
進村入戶，深入生產一線蹲點包片、巡迴指
導，調查評估災情，提高關鍵技術到位率，督
促落實防災減災措施，幫助解決實際困難。

提前部署防汛抗災措施減損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
京津冀等華北地區迎今年以來最強降雨，而
且持續時間長、影響範圍廣。亞太創新經濟
研究院副院長、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
心教授鄭天祥7月30日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華北地區作為內地最缺水的地區之一，
在防備暴雨的同時，要有「變廢為寶」的觀
念，即是針對性早做準備，譬如將雨水補充
為地下水作為水利基建項目來推進，增建各
類蓄水、海綿設施項目，特別是提升將暴雨
水化為地下水的技術項目研發與應用，成為
「南水北調」工程的有力配套，以緩解華北
地區的缺水困境，並改善南北生態環境，促

進南北經濟發展。

將雨水補充為地下水
同時，在傳統的大中型水庫蓄水時，亦要

加快華北地區的「海綿城市」規劃建設，使
雨水有效補充地下水，實現雨洪利用的標準
化和產業化，譬如實施「雨水是資源、綜合
利用在前、排放在後」等方案。
鄭天祥建議，通過增建各種人工或自然

滲透設施使雨水滲入地下，補充地下水資
源。還可合理設計透水地面或滲井、滲池
及滲溝等，增加入滲量，並安全合理地將
剩餘徑流排出。據悉，北京城市副中心通

州區在「海綿城市」的建設中已建成29.9
平方公里的「海綿」，爭取成為汛期存水
的一大利器。
鄭天祥稱，華北地區如果通過增建蓄水基

建、海綿設施項目將雨水有效地補充為地下
水，也將成為「南水北調」工程的有力配
套。數據顯示，目前華北地區人均水資源量
只有國際標準人均水資源500立方米的極度
缺水紅線的四分之一，京津冀地區更是只有
十四分之一。而「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至今
累計向京津冀豫4省份調水575億立方米；惠
及沿線 24座大中城市，直接受益人口超
8,500萬人。

暴雨可「變廢為寶」專家倡增建蓄水基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
統計局30日公布，據對全國7.2萬家規模以
上文化及相關產業企業（以下簡稱「文化企
業」）調查，2023年上半年，中國文化企業
實現營業收入59,357億元（人民幣，下同），
按可比口徑計算，比上年同期增長7.3%。
數據顯示，今年二季度文化企業實現營業
收入同比增長達到10.7%，自2021年三季度
以來，首次實現營業收入單季兩位數增長。
分領域看，上半年文化核心領域實現營業收

入38,711億元，同比增長12.5%；佔規模以
上文化企業營業收入比重為65.2%，佔比高
於上年同期3.0個百分點。
國家統計局社科文司高級統計師張鵬介
紹，文化服務業帶動作用明顯增強。上半
年，文化服務業實現營業收入30,758億
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4.9%，增速比一季
度快4.7個百分點。文化服務業營業收入
佔規模以上文化企業比重為51.8%，佔比
高於上年同期3.4個百分點。

文化新業態營業收入佔比接近四成。上
半年，文化新業態特徵較為明顯的16個行
業小類實現營業收入23,588億元，比上年
同期增長15.0%，快於全部規模以上文化企
業7.7個百分點，增速比一季度快3.9個百
分點。文化新業態行業營業收入佔全部規
模以上文化企業營業收入比重為39.7%，佔
比高於上年同期2.6個百分點；對全部規模
以上文化企業營業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
75.6%。

上半年規模以上文化企業營收增長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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