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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宝珠报
道：22日，东莞市统计局公布2020
年上半年东莞经济运行情况，上
半年东莞全市经济展现强大韧
性，主要经济指标止跌回稳，经济
复苏稳步加快。 根据广东省地区
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0年
上 半 年 东 莞 市 生 产 总 值 为
4361.28亿元，同比下降1.7%。 数
据显示，东莞外贸形势有所好转，
6月当月增速首次转正。

2020年上半年， 东莞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802.58亿元，
同比下降5.5%，降幅比一季度收
窄12.4个百分点； 其中6月当月
增长9.3%，增速比5月提高7.9个
百分点，已连续3个月当月保持正
增长。

东莞制造企业的外销占比在
逐步减少。 数据显示，东莞规模以
上工业内外销比例调整为67.3：

32.7。 同时，外贸形势趋于好转，
进出口总额在6月首次实现正增
长。 数据指出，2020年上半年，全
市进出口总额5633.4亿元， 同比
下降11.2%， 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3.1个百分点； 其中， 出口总额
3414.7亿元，下降11.1%，降幅比
一季度收窄2.2个百分点；进口总
额2218.7亿元，下降11.3%，降幅
比一季度收窄4.5个百分点。 6月
当 月 ， 全 市 进 出 口 总 额 增 长
4.9%，实现首次转正；其中，进口
增长3.5%，出口增长5.8%。

投资上， 制造业投资增速大
幅提升， 房地产开发投资自年初
以来首次“转正”。2020年上半年，
东莞全市固定资产投资927.79亿
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一季
度提高16.2个百分点；其中6月当
月投资增长26.7%， 呈逐月提升
态势。

东莞：6月进出口总额增幅“转正”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俊，通讯
员戢德宇、王苏琦报道：深圳近日
连续高温。 有一种致命的疾病正
潜伏在高温中伺机而动， 那就是
热射病。近日，一位小伙子在大热
天爬山 6 小时， 快登顶时突然晕
倒，被送到深圳大学总医院救治，
诊断为热射病。 小伙子送到医院
时已陷入昏迷、出现多器官损伤，
幸亏得到了及时全面救治， 转危
为安。

22 岁的小刘 7 月初刚刚入
职深圳一家公司。上周末，小刘和
新认识的小伙伴组团去爬山徒
步。当天一大早，小刘和同伴 6 时
准时从梅林出发， 经过三四个小
时的翻山越岭，发现走错了路，只
好原路返回，下山又上山。中午 12
时多，小刘开始全身发烫、胸闷、
喘不上气，突然晕倒在地。 下午 3
时，消防队员、景区管理处和爬山
同伴十多人轮流接力抬担架，终
于把小刘送上了 120 急救车。

120 飞速把小刘送到了深圳
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到医院时，小
刘体温高达 38.7 度， 昏迷不醒，

检查化验结果显示已经出现多脏
器功能损伤，肝脏、肾脏、肌肉、心
脏、胰腺的损伤标记物明显升高，
病情危重！ 小刘迅速被转入重症
医学科（ICU）抢救。

有着丰富重症救治经验的
ICU 主任宋志判断， 这不是普通
的中暑， 已经发展到热射病的严
重程度， 而且引发了一连串的危
急情况。 经过抢救，当晚 6 时多，
小刘逐渐苏醒。十天后，各脏器的
功能指标都回归正常水平， 没有
留下后遗症。

据介绍，热射病（中暑），是指
因高温引起的人体体温调节功能
失调，体内热量过度积蓄，从而引
发神经器官受损。 热射病在中暑
的分级中就是重症中暑。 热射病
常伴发多器官功能受损包括颅
脑、心脏、肝、肾、肌肉等，潜在的并
发症包括休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酸中毒、电解质平衡紊乱、弥漫
性血管内凝血、 横纹肌溶解症等，
是一种致命性疾病， 救治不及时
病死率可高达 50%。 专家提醒，
高温天气应尽量在室内活动。

大热天爬山6小时
22岁小伙进了ICU

� � � � 专家：热射病救治不及时病死率可达50%，高温天气
尽量在室内活动

老教授千里回乡
助村民圆了62年修路梦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志文、通
讯员曾勇报道：7 月 22 日 5 时
许，满载着 45 车粤港澳大湾区优
质轻工产品的中欧班列缓缓从广
州铁路枢纽东莞大朗站开出，一
路向北行驶，预计 15 天后抵达俄
罗斯首都莫斯科。 这是粤港澳大
湾区今年开往俄罗斯的第 30 趟
中欧班列。 截至 7 月 22 日，粤港
澳大湾区今年共开出中欧班列
94 趟，同比增长 15%。

深圳大洋物流有限公司总经
理朱陆枝认为， 中欧班列的开行
适应了现代物流大发展的需要，
使广东产品出口俄罗斯有了新通
道。目前，其公司国际货运铁路的
营业额大大超过了空运。

今年以来， 粤港澳大湾区中

欧班列备受国内外货主青睐，已
有 100 多家国内国际物流公司与
广铁集团“牵手”，将数百种大湾
区工业产品以及欧洲各国农产品
有序组织交由中欧班列运输。

据介绍，今年前 7 个月，广东
省中欧班列预计开行突破 100
趟，运量突破 5.5 万吨，将占到广
东铁路国际货运量 8 成。 中欧班
列作为连通各国陆路运输的主力
军，在目前海运、空运大面积停滞
的情况下， 业已成为各国进出口
贸易的主要桥梁和枢纽。

“作为我国外贸最发达、最频
繁地区， 粤港澳大湾区今年下半
年依托中欧班列开展对外贸易的
需求将进一步旺盛” 广铁集团货
运部总工程师黄礼明说。

今年大湾区开行中欧班列94趟
同比增长15%

站在已经修通的低村大道上，吴廷勇了结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羊城晚报讯 记者欧阳志强
报道：7月22日，记者从佛山市政
府官网获悉，《珠海至肇庆高铁
江门至珠三角枢纽机场段项目
（佛山段 ）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评估前进
行公示。 据透露，珠海至肇庆高
铁江门至珠三角枢纽机场段中，
佛山段将在高明区西江工业园
区设高明站，线路会在珠三角枢
纽机场与广湛高铁接轨，该段长
度为佛山境内24.5公里， 投资
55.6亿元。

《报告》提到，珠海至肇庆高
铁江门至珠三角枢纽机场段项
目全线位于广东省内，线路自深
茂铁路区间引出，经江门、佛山、
肇庆，终至珠三角机场站（与广
湛铁路合设 ）， 预留向西延伸至
南宁方向、向北延伸至肇庆东站
方向、 向南至珠海方向条件，线
路全长97.701km， 其中桥梁35
座 52.960km、 隧 道 17 座
27.904km，桥隧比82.77%，引入
珠 三 角 枢 纽 机 场 站 右 绕 线
11.4356km。 全线设江门、鹤山
西、高明、珠三角机场4座车站，
投资估算总额244.93亿元。

这其中，根据目前规划线路
研究，珠海至肇庆高铁江门至珠
三角枢纽机场段中佛山段推荐
方案为“经兴民路方案”，该方案
线路出鹤山西站后折向西北跨

越孔堂水库，在佛山高明区西江
工业园区设高明站。 出站后线路
上跨杨梅河、高明河、广明高速、
G94� 高速， 之后线路折向西于
珠三角枢纽机场与广湛高铁接
轨。 该段长度为佛山境内24.5公
里，投资55.6亿元。

根据今年3月公布的《广东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广东省
2020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的通
知》， 珠江肇高铁江门至珠三角
枢纽机场段项目今年将进行土
建建设， 建设周期为2020年—
2024年。公开资料显示， 珠江肇
高铁起自横琴（澳门 ），经珠海市
莲洲镇引入江门站，出江门站后
经新会区、蓬江区、鹤山市，向西
引入珠三角枢纽机场，并衔接广
湛铁路，预留未来延伸至南宁方
向、肇庆东站方向条件，设计速
度为350公里/小时。

目前，除了珠江肇高铁要经
过高明外，广湛高铁 （广州至湛
江铁路 ）、深南高铁（深 圳 至 南
宁 铁 路） 也会按计划开进高
明 ，连接规划建设的珠三角枢
纽机场。

除了轨道交通外，当前高明
区正在配合协调肇明高速、佛肇
高速、南沙至云浮高速、广中江
西延高速、 广佛西部通道高速、
肇庆至机场高速等六大高速公
路项目的规划对接。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
通讯员粤交集宣报道：7月21日，
羊城晚报记者从广东交通集团

在建高速大丰华高速丰华段建
设一线获悉， 深298米的鸿图特
长隧道通风竖井完成开挖，顺利
实现贯通，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
胜利。

通风竖井位于鸿图特长隧
道右洞一侧距离中线33.7米处，
通过排烟道和送风道与洞内相
连，类似于一根巨型“吸管”竖立
在隧道中。 内轮廓直径7.4米，最
大开挖外径9米， 井深298米，相
当于100层楼高， 是目前广东在
建高速最深的隧道通风竖井。

大丰华高速总工程师周先
平表示，竖井的顺利贯通，让隧
道内的空气循环系统得到加强，
降低洞内温度，进一步改善了隧
道作业环境，为隧道的贯通奠定
了基础。

大型发电厂落成，
煤油灯一去不返

在谢明华的记忆中， 上个
世纪70年代的汕头，只有一个
孤立的小电网，电力设施也非
常不完善，一周供电一天是司
空见惯的事情，绝大部分家庭
的照明主要还是靠煤油灯，工
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受电
力限制严重。 而这样的状况在
汕头经济特区创设初期，开始
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1979年， 谢明华从广东省
电力系统调回家乡的汕头水电
局工作，在电力科担任一名电气
试验工，他回到汕头后恰逢汕头
第一个并入省电网的枢纽站工
程红莲池变电站正在开展建设，
他全程参与了该项目的建设。

“这个并入省网的工程在
1980年正式投产，一改此前仅
靠地区水电站和小型燃煤机
组发电等情况，拉开了汕头大
电网时代的序幕，极大推动了
汕头的经济发展。 ”谢明华说。

但是， 一个变电站远远
不够。“随着改革开放大门的
打开，许多外商想到汕头投资
办厂，充足的电力供应是他们
考察的最重要的项目之一。 ”
谢明华说，当时汕头经济特区
为了更好地“筑巢引凤”，提出
了“电力是先行官”的口号，明
确除了省电网的支持外，汕头
也要挖掘各种资源，把发电能
力提上去，将外资引进来。

谢明华回忆起汕头的第一
个大型发电厂尤为激动，“经
过不断磋商和论证，汕头特区

决定淘汰原有的小型发电机
组， 并就地建设华能燃机电
厂。 1986年，华能燃气蒸汽联
合循环燃机电厂正式建成投
产，三台机组电力超过10万千
瓦，对汕头电力供应起到了巨
大的补充作用，助推特区经济
的起飞。 ”谢明华说。

� 新一批电厂建成，
全新供电时代来临

随着特区的腾飞发展，上
世纪80年代中期，不计其数的工
厂、酒店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万家灯火通明、 街道五彩霓虹、
机器高速运转， 新一轮电厂建设
和电网架构完善势在必行。

谢明华告诉记者， 所有电
厂建设都必须得到国家的批
准 ， 由于经济特区的政策优
势，汕头新电厂投建很快就能
够获得国家的支持和批复，效
率更高。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开始，顺应特区政府“大中小
微一起上”的发展口号，新一
轮发电厂正式投建，至上世纪
90年代中期， 珠池电厂、“三
长”电厂、华能燃气电厂等10
个新电厂陆续建成，“此时特
区发电站达到一百万千瓦以
上的供电能力。 ”谢明华说。

1998年，谢明华担任汕头
电力局电力调度所所长，在这
个电网发、供、配、用的核心岗
位，他更真切地感受到了在特
区速度下激增的用电需求 。

“当时正逢电力快速发展时
期， 特区范围进一步扩大，国
民经济不断发展，工厂等单位
用电需求都非常大，一有突发

生产任务要延长供电时间，或
者供电出现突发故障等都来找
我。 ”为了在下班时间也能及时
掌控电网运行信息， 谢明华在
家里安装了两部内线电话，外
加自己一部手机， 随时准备响
应， 而半夜凌晨出动解决突发
供电问题更是常有之事。

随着电网架构逐步完善，
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 广东省
首个无人值班变电站、 广东省
首次建设变电站遥视系统等重
要里程碑项目在汕头经济特区
陆续落地，2010年前后，汕头经
济特区也全面迎来了供电新时
代。 对于谢明华来说，最直观的
感受就是“清闲”了，那些急需用
电的企业、工厂“少联系、少上
门”， 渐渐不再为有限供电而烦
恼。 企业用电需求日渐增大，与
汕头经济特区实现同步发展。

如今已退休的谢明华说，
他始终对自己曾守护过汕头
的万家灯火和为特区发展尽
过一点绵力而感到骄傲。

珠江肇高铁将经过佛山

拟设高明站
连接珠三角枢纽机场

相当于100层楼高，广东最深

大丰华高速特长隧道
通风竖井顺利贯通

小小

印印记记··
大大时时代代�我的特区故事

用心守护汕头万家灯火
见证特区电力快速发展

［ ［从煤油灯到电灯，从用上电
到用好电，从机器生产供电受限
到新电力时代的全面来临……
汕头电力事业的发展和电网架
构的日渐完善见证着这座城市
的发展变迁，也记录了汕头经济
特区的崛起速度。 无论是寻常百

姓家、靠电力推动运转的工厂企
业， 还是投身建设的电力工人，
在过去的 40 年里， 无不亲身感
受着由供电升级带来的经济腾
飞和社会巨变，南方电网汕头供
电局原调度所所长谢明华就是
其中的见证者之一。

南方电网汕头供电局退休
职工谢明华见证了电力支撑下
的汕头经济特区腾飞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蚁璐雅 赵映光

南方电网汕头供电局原
调度所所长谢明华

公斤！
江门打破全国双季稻亩产纪录

□正在广州大吉沙岛进行的双季稻高产攻关实验明年有望再破这一纪录
□广东优质水稻产量不高现状或通过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运用得到改变

1404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卓栋 ，

通讯员陈继武、 谭耀广报道：今
年广东早造水稻已进入收割期。
日前，从广东“米袋子”江门市传
来好消息，该市新会区双水镇种
植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团
队培育的超级杂交水稻（下称“袁
隆平超级稻 ”）品种“Y两优902”
以1404公斤刷新了全国两季稻
亩产纪录。 另据记者了解到，另
一种袁隆平超级稻品种“湘两
优900”正在广州大吉沙岛隆平
试验田里开展亩产 1500公斤双
季稻高产攻关实验，袁隆平对于
亩产1500公斤的预期目标充满
信心。

亩产量比原纪录高
出39公斤

江门市农业农村局介绍，为推
广袁隆平超级稻，提升水稻种植技
术和产量，新会区农业农村综合服
务中心从去年晚造开始，在双水镇
木江村文发农场进行示范。 其中
“Ｙ两优902”去年晚造亩产已高达
791.4公斤， 今年早造又设立30亩
示范田，分别种植袁隆平“Ｙ两优
902”等6个超级稻品种。

7月3日，新会区农业农村综
合服务中心邀请仲恺农业工程学
院农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等
专家组成新会超级水稻测产专家
组， 对文发农场种植的“Ｙ两优
902” 杂交水稻进行测产。 收割
后的稻谷经称重、去水后，实测早
造亩产612.6公斤。

测产专家组表示，“Ｙ两优

902” 在文发农场的去年晚造和
今年早造实测的亩产总量达到
1404公斤。 这比2019年袁隆平团
队“湖南双季稻周年绿色优质丰
产增效技术集成与示范” 项目的
原全国最高纪录1365公斤高出
了39公斤， 刷新了双季稻全国
粮食亩产纪录。

亩产1500公斤？ 袁
隆平有信心

更令人惊喜的是， 测产专家
组人士透露，“Ｙ两优902” 此次
创下的双季稻亩产全国纪录能够
保持多久，还得看位于广州大吉
沙隆平试验田的高产攻关实验
结果。

记者了解到，今年，袁隆平相
中广州市黄埔区大吉沙岛， 在此
开展亩产1500公斤双季稻高产
攻关实验。 据悉， 大吉沙岛试验
田里种下的早稻“湘两优900”品
种结实率高，根系发达、抗倒伏、
抗病虫害功能强；而晚稻“叁优一
号”则不早衰、不落粒、不倒伏。
两个攻关品种均是袁隆平的得意
之作。 其中早稻将在8月中旬预
收割，并迎接专家检验。

在今年6月份广东省农业重
大建设项目启动与推进会暨广州
市农业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中， 袁隆平发来祝贺视频表示，
对在广东开展双季稻亩产1500
公斤充满了信心，“如果没有特
别大的天灾 ， 实现预期目标没
有问题。 ”这意味着，广东有望
在今明两年连创双季稻亩产全
国纪录。

“四良”配套成广东
增产奥秘

袁隆平曾公开表示，农业生
产要高产优质，需要良种、良法、
良田、良态“四良”配套。 这也是
广东水稻产量提升的奥秘所在。

文发农场负责人张伟文告诉
记者， 在种植袁隆平超级稻的过
程中， 得到了新会区农业农村综
合服务中心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水稻研究所等单位的技术支持，
在农场推广稻秆回田、冬种蔬菜、
三控施肥、 有害生物综合防控等
农业技术。 而大吉沙岛试验田也
得到了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廖宗文

团队提供新型肥料“有机碳肥”等
“良法”的支持。

至于良田、良态方面，江门市
农业农村局人士表示， 江门是广
东主要粮食产区， 耕地质量较高。
文发农场精耕细作的管理更提升
了耕地标准，让耕地有了更大的高
产潜力。而广州黄埔区相关人士也
介绍， 黄埔区早在2018年就对大
吉沙岛实施了土地综合整治，并于
次年完成耕地质量升级，为种植优
质高产水稻奠定了基础。

本地丝苗米嫁接超
级稻提产量

据悉， 屡创高产不仅显示了

广东粮食种植的高水平 ， 而且
对未来广东粮食产量将产生积
极影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
所副所长钟旭华介绍， 广东是传
统优质水稻产区， 但当前优质水
稻产量不高， 严重影响了农民种
植水稻的积极性，通过新品种、新
技术的推广运用， 有望提高优质
水稻的产量。

记者了解到，新会区已计划
用袁隆平超级稻作为父本 ，用
本地优质的丝苗米作为母本 ，
研发更适合新会当地人口味的
杂交水稻 ， 通过两到三年的研
究 ， 本地丝苗米亩产有望增加
约2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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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袁增伟、实
习生梁群摄影报道：“我们盼了 62
年的路终于修通了！ ”7 月 18 日，
湛江廉江市河唇镇低村村民欢天
喜地， 行走在新建成的低村大道
上。 村民小组长吴国强兴奋地说：

“从此，我们村民告别了行路难。 ”
据了解，7 月 18 日通车的硬

底化大道， 是廉江市河唇镇低村
通往廉江城区最便捷的通道，也
是该村连接附近平山等村的主要
乡道， 全长只有 815 米。 然而，
1958 年因修建河茂铁路，使这条
乡道中断长达 62 年。由于道路不
畅，村民外出要绕远道而行。

村民出行难的问题， 几十年
来一直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中
央党校副教授吴廷勇的心。 特别

是近年来， 他退休之后更加情系
故乡，想方设法，积极协助村民一
圆修路梦。为此，他放弃在京城与
家人团聚的时光， 回到老家河唇
镇低村，四处奔走并带头捐资，组
织村民筹集资金。今年 4 月，得益
于省里的“四好公路”建设的好政
策，在政府补助 40 万元修路的基
础上， 村民踊跃捐款 31 万多元。
为了确保工程质量， 吴廷勇还亲
自参与道路修建的监工工作。 经
过两个多月的建设， 终于高质量
修通了这条乡道。

据了解， 十多年前， 吴廷勇
曾捐资建设村里的小学教学楼，设
立奖学金，鼓励学生积极求学。 此
外，他还挑选一批图书赠送学校，
给学生提供宝贵的精神食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