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8日，广东省科
技厅上线广东“民声热
线”，介绍广东在构建全
过程创新生态链、发展新
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和生
物医药产业集群等方面
的一些做法和成效。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
报道：记者 11 月 8 日从中国
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获悉，
经此前召开全国气候趋势会
商会分析研判，预计今年冬
季（2022 年 12 月 至 2023 年 2
月），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强度
总体偏弱，全国大部地区气
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气
温变化的阶段性特征明显，
前冬偏暖，后冬偏冷。根据
该预测，广东部分地方气温或
同比略偏低。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
预计今年冬季，内蒙古东部和
西部、东北北部、华南大部、西
南东南部、西北中东部气温较
常年同期偏低，其中内蒙古东
北部、黑龙江、陕西西部、甘肃
中部和东部、青海东北部和宁

夏等地偏低1～2℃；全国其余
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
高，其中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江西东北部、山东、河南东
部、湖北东北部等地偏高 1～
2℃。冬季气温变化的阶段性
特征明显，预计 2022 年 12 月
至 2023年 1月中旬，影响我国
的冷空气强度较弱，全国大部
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2023 年 1 月下旬至 2 月，冷空
气强度逐渐加强，内蒙古大
部、东北大部、华北北部、华
中、华南西部、西南东部和北
部、西北大部气温较常年同期
偏低。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
预测，珠三角大部、粤北西部、
粤西等地，被划入今年冬季气
温与常年同比偏低0.5～1℃的
区域。

今年冬季
我国或“前暖后冷”
广东部分地区气温同比或略偏低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报道：11
月8日上午，广州市气象部门根据近期
广州的天气走势，“官宣”广州已在 11
月2日达到气候上进入秋季的标准。

据悉，根据“气候季节划分”标准
（QX/T 152-2012），一个地方连续 5
日滑动平均气温均≤22.0℃，则以对应
的气温序列中，第一个日平均气温≤
22.0℃的日期作为秋季起始日。按照
这一标准，国家级广州观测站在 11 月
3 日至 7 日连续 5 天的 5 日滑动平均气
温，均低于 22.0℃，且 11 月 2 日的日平
均气温为 19.2℃，为该序列中第一个
日平均气温≤22.0℃的日期，故广州市
气象部门将 11 月 2 日认定为 2022 年
广州在气候上进入秋季的日子。

根据广州市气象部门统计，广州
的常年“入秋”日期为 11 月 9 日。11
月 2 日“入秋”，相比常年“入秋”日期
早了 1 周，但相比 2021 年 10 月 17 日即

“入秋”，则晚了 2 周多。从 2009 年至
2021 年，广州每年的“入秋”日期，在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13 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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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付怡、通讯
员粤消宣报道：11 月 9日是全国
消防日。记者从广东省消防救援
总队了解到，近日，首届“广东
119 消防奖”名单公布，全省 35
个集体和71名个人获奖。

“广东119消防奖”是面向社
会的省级部门表彰项目，每五年
在“119”消防宣传月期间表彰一
次，分集体表彰和个人表彰。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选
坚持以德为先、注重实绩、群众公
认，将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以及工作业绩、实绩
贡献作为主要衡量目标，确保先
进性、代表性、时代性。该项活动
自推出以来，全省超万名热心消
防公益的集体和个人参选。今
年，全省有 35个集体、71名个人
荣获2022年“广东119消防奖”。

消防宣传月期间，“广东119
消防奖”获得者将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消防公益说”行动，向身边
群众科普消防安全知识。

羊城晚报讯 记者沈婷婷报
道：近日，深圳公布《深圳市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
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向社会征求意
见。所有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必
须达标、修满体育学分方可毕业。

《实施意见》对学前教育、基础
教育、高等教育阶段的体育课程体
系均提出明确要求。其中，高等教
育阶段要将体育纳入人才培养方
案，所有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必须
达标、修满体育学分方可毕业，倡导
有条件的高校之间进行特色体育课
程互选。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将体
育课程纳入研究生教育公共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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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近日，著名科学家颜宁宣布
将回国“落户”深圳，引发广泛
关注。对此，广东省科技厅副厅
长梁勤儒表示，人才是第一资
源，人才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
都不为过。

梁勤儒表示，广东将继续发
挥好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
综合优良环境，建设适合创新创
业的热土，面向全球吸引更多的
创新人才。还要充分发挥重大
平台的引才聚才作用，在建立起
比较完整的实验室体系基础上，
集聚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和高水
平创新团队。

梁勤儒说，广东正在全力构
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
产业化+技术金融”的全过程创
新生态链，目前，在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比如，在 5G、4K/8K、高端
电子元器件方面陆续实现突破，
部分产品甚至已经实现了国产
替代。接下来，广东将持续推进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联合高校、
科研机构以及一大批科技型中
小微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产学
研深度融合，上下游一体贯通，
来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

新能源汽车产业：
构筑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

全国每 6 辆新能源汽车中

就有一辆是“广东制造”，广东
汽车产业正处于从合资合作到
自主创新的转变阶段，由汽车大
省迈向汽车强省，正在加速构筑
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

广东省科技厅产学研结合
处二级主任科员田文颖介绍说，
近 5 年，省科技 厅 已 组 织 4 批
次新能源汽车及无人驾驶重
大 专 项 ，共 立 项 52 个 ，其 中
80%的项目由企业牵头承担，
例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超
级混动系统均获得了省重大
专项的支持。

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广东
建立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
再到成果转化的完善科技平台
体系；已经建立了仙湖实验室等
4家省实验室和8家省重点实验
室，以及北京理工大学深圳研究

院等 3 家高水平创新研究院和
11 家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成
立了广东省大湾区新能源汽车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通过构建产
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打
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
平台和高端智库。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上半年营收增长17.5%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
广东生物医药产业产值年均增
长 13.7%，全省共有药品生产企
业 570多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4368 家。《广东省发展生物医药
与健康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行
动计划（2021-2025）》提出，到
2025 年力争实现产业营业收入

达到1万亿元。
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科

技处处长李迪云表示，近年来，
省科技厅一直在努力强化企业
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主体地位和
作用。在重大科技项目实施中，
加强企业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另一方面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2020 年，全省生物医药产
业的研发投入达到 157 亿元，
居全国前列。鼓励龙头企业参
与到科技部门的顶层设计和重
大决策，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出
题人和答题人的作用，推动更
多的科研任务由企业来提出和
承担。

李迪云透露，今年上半年，
全省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集群
实现营收 3128 亿元，同比增长
17.5%。

广州““入秋入秋””了了！！

如何看颜宁“逐梦”深圳？广东省科技厅介绍构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人才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1 月 8 日，广州天河大观湿地公园，落羽杉在“入秋”期间显露“秋色”梁怿韬 摄

践行践行““双碳双碳””战略战略 建设建设绿美绿美广东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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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策划：胡泉 吴江 李艳文
策划/统筹：张爱丽 吴珊
执行：汪海晏 程行欢
陈泽云 黄婷 曹敬 莫晓航
庞倩影 钟凌瀚 蓝景然

走进广东茂名滨海新区博贺镇的沿海地带，满眼都是一种形似松树的
树木，因常年受大风吹拂，树干都齐刷刷地斜向一侧生长，根系却牢

牢地扎进白茫茫的沙滩。这些树木叫木麻黄，著名岭南画派画家关山月
的画作《绿色长城》就取材于此，画作被悬挂于人民大会堂广东厅。

如今，在广东海疆，犹如绿色长城的沿海防护林带也在不断延伸。据
初步统计，1991年以来，广东全省营造和修复沿海防护林1496.56万亩，
宜林海岸线绿化率90%以上，150万亩以上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海滩种树引名家挥毫 抵御风沙促生态改善

沿海沿海防护林带迎风而立防护林带迎风而立
广东绿色长城守护海疆广东绿色长城守护海疆

谈起广东的沿海防护林带，总
绕不开全国第一条沿海防护林带
——博贺林带。博贺半岛三面临
海，形似龙虾，连绵的白色海滩吸
引了众多游客，一排排木麻黄迎风
而立，也成为独特景致，吸引了不
少游客前来林间闲逛和露营。

解放前的博贺镇，却是另外
一番景象。沿海全为寸草不生的
沙滩，水旱、风沙灾害非常严重，
田园荒芜，粮食失收，村民被逼搬
迁。1954 年，电白县委、县政府
响应绿化祖国号召，党政军民齐
出动，开始在植物难以生长的风
沙带种植防护林带。

“千种难万种难，比不上海滩
种树难。只道绿树山上种，从来
未曾种在海滩。沙滩无水又无
肥，海浪打来钢铁都要弯……”这
首疍家咸水歌源于博贺人民的自
主创作，唱出了建设沿海防护林
带的艰辛历程。由于当时男性劳
动力出海，造林任务全落在妇女
身上，为了家园不受风沙袭扰，她
们克服困难，在沙滩上成功地种
活了木麻黄苗一万多株，因此博
贺林带又被称为“三八林带”。

“以前这里一遇到台风，风就
没遮拦地灌进来，把我们的农作物
和茅屋都吹坏了。”家里两代人都

参与林带建设的疍家人红姨回忆，
母亲于上世纪 50 年代参与造林
时，条件非常艰难，没有淡水也没
有挖掘工具，她们就用肩挑水，用
手或锅铲来挖泥。等到红姨上小
学参与造林时，上一辈人种下的木
麻黄枝干已经长得非常粗壮了。

博贺林带建成60多年来，几
经台风侵袭破坏，林带每隔几年
都因台风影响一再修补。广东茂
名滨海新区管委会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林奇介绍，林带遭台风重创
后，当地政府对林带进行大力修
复，使其恢复了往日生机；近年来
更是加强管护，并对林带完善提
升，使林带结构更加优化，防护功
能不断增强。

茂名市林业局生态修复科科长
丁健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近年来，
我们主要对沿海防护林带开展补植
套种及更新改造工作，保持林带的
稳定性和防风固沙的连贯性。”

在林带的保护下，博贺半岛
沿海 1.5 万亩农田摆脱了风沙威
胁。当地还重视打造文旅强镇，
途经博贺、与海为邻的广东滨海
旅游公路茂名先行段已于今年开
放通车，未来博贺林带这条“绿色
长城”将吸引更多周边游客到访，
促进当地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

潮汐作用下，在一天之
内，涨潮时像水中藻、退潮后
像地上树——如果你走上电
白区水东湾红树林科普教育
栈道，就可以在两旁浅海滩涂
上，看到这种奇特的景象，水
中林立的是新种不久的桐花
树、红海榄、木榄、秋茄、白骨
壤……不同的名字，一样都是
以乡土树种为主组成的“海上
森林”，带来防御风浪、促淤保
滩、固岸护堤的生态效益。

水东湾是面积约2600公顷
的潟湖，兼具河口和海湾的性
质，咸淡水混合，宜林滩涂为耐
盐碱、耐水泡、耐风吹的红树林

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地貌与环
境。由于长期过量砍伐和不合
理围垦，电白区天然红树林面积
从20世纪60年代的2000公顷
左右，缩减到1999年的200多
公顷。2004年，电白区着手开
展大面积恢复种植红树林。

记者从电白区自然资源
局生态修复股股长巢振宁口
中获悉，近年电白区启动红树
林生态修复种植工程，2018
年以来新造红树林已达 455
亩，投入资金460多万元。

电白区红树林管理总站
站长王捷表示，近年来，红树
林生态修复效果显著，但由于

属困难立地造林，如何提高新
造林成活率及保存率都是颇
具挑战的课题。因此，当地每
年都会对新造幼林进行全面
抚育，及时补苗和清理种植环
境。目前，有专门的护林员对
红树林进行巡查管护，做好日
常监测，包括红树林资源监
测、病虫害调查与预测和保护
区内鸟类监测等。

水东湾红树林湿地曾被评
为 2018 年“广东十佳观鸟胜
地”。现在，这里白天白鹭群飞，
候鸟盘旋；入夜，栈道上明丽的
光柱不断流动，与音乐声共映旖
旎夜色，前来散心的居民和旅客
络绎不绝。经过多年恢复，电白
区红树林成为全国较大连片人
工红树林种植示范基地。

作为全国红树林面积最
大的省份，广东近年来认真贯
彻落实《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
行动计划（2020-2025 年）》，积
极推进红树林保护修复，目前
全省已营造红树林 991.21 公
顷、修复现有红树林263.96公
顷。在积极营造红树林的同
时，各地也因地制宜推行“红
树林+生态产业”发展新模式，
让红树林变“金树林”。

沿海防护林带层次分明，海滨宜
林滩涂中防风消浪的红树林作为“第
一层防线”，沙质基干林带上迎风傲
立的木麻黄作为“第二层防线”，配合
沿海“一重山”的抗风绿化树种，都是
茂名建设沿海防护林体系的缩影。
近年来，茂名以全面推行林长制和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为抓手，深入开展新
一轮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2019年
以来，已开展沿海基干林带和纵深防
护林保护修复面积3058.5公顷。

在树种选择上，茂名沿海防护林
建设遵循科学绿化原则。茂名电白
区林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黄光亮介
绍：“我们在离海水较近的沙质基干
林带上种植木麻黄，再往里就搭配松
树和相思，通过混交种植提高林带抗
病能力。红树林方面，选育了红海
榄、秋茄、木榄等比较优良的品种，也
总结了一套较好的种植技术。”

广东陆地海岸线长 4114.3 公
里，台风发生频率和强度居全国首
位。而沿海防护林体系作为抵抗台
风的绿色生态屏障，也成为绿美南
粤的一块重要拼图。

从 2019 年起，广东已启动实施
了新一期全省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工程，截至 2022 年 10月底，全省完
成沿海基干林带和纵深防护林保护
修复面积 67707 公顷。以维护国土

生态安全，提高抵御台风、海啸和风
暴潮等主要自然灾害的能力为核心，
以加强沿海基干林带建设为重点，以
科学营造和质量提升为手段，以体制
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动力，逐步建
立起以人工森林植被为主体的片、
带、网、点相结合的多树种、多功能、
多效益的沿海防护林体系。

目前，全省 3207.9 公里宜林海
岸已营建防护林带2885公里，宜林
海岸防护林带基本合拢，初步建成
了“山、海、路、田、城”相连的防护林
体系框架，纵深防护林农田林网控
制率达86.9%，全省150万亩以上沙
化土地得到初步治理，占沙化土地
总面积的 90.7%。随着沿海防护林
生态网络体系结构不断完善，过去
被风沙埋没的19.5万亩农田得到复
耕，97.5 万亩的沙地变成了良田，粮
食单产增加3-4倍，台风、风暴潮的
危害程度明显减轻。

除了提高沿海地区森林生态功
能和防灾减灾能力、改善人居生态
环境外，沿海防护林的景观也成为
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地。目前，沿
海地区已开发旅游点30多个，如珠
海九洲城、阳江海陵岛、湛江东海
岛、电白虎头山、台山川山群岛、南
澳青澳湾等，年接待游客上千万人
次，为当地农民带来丰厚的收入。

博贺林带开启沿海防护林建设序幕A. 水东湾海上绿洲成第一道海岸防线B. 筑就多层次、多功能、多效益的绿色屏障C.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婷 胡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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