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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记者 倪
元 锦） 北 京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23 日 发 布
称 ， 近 年 来 ， 北 京 市 促 进 水 资 源 保
护，推进水环境治理，探索水生态修
复 ， 多 管 齐 下 深 入 打 好 碧 水 保 卫 战 ，
通过“技术赋能”提升水生态环境质
量监测能力，利用人工智能、水下观
测、环境 DNA、遥感监测等技术，开
展水生态智慧观测系统建设，对水生
态环境质量进行基因测序。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处
处长韩永岐介绍，科研人员在北京市
大兴区新凤河、丰台区园博湖率先搭
建鱼类实时智慧观测平台，已实现鱼
类 实 时 监 测 记 录 、 人 工 智 能 识 别 等 ，
更直观便捷跟踪评价水生态治理与修
复带来的成效。

“用生态办法解决生态问题。”韩
永岐说，北京市在水环境治理方面突
出 “ 强 生 态 ”， 探 索 水 生 态 修 复 ， 以

“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为目标，持续

推 进 河 湖 缓 冲 带 建 设 与 自 然 岸 线 保
护，促进水体生态功能进一步恢复。

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刘
保献介绍，目前，北京市的水生态环
境 质 量 调 查 监 测 指 标 包 括 理 化 指 标 、
水生生物指标和生境指标，监测指标
体系较为全面。

“其中，理化指标包括水温、溶解
氧、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高锰
酸盐指数等，生物指标包括水中浮游
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鱼类等
类群，生境则是对水生生物生活繁衍
的栖息地特征开展监测。”刘保献说。

最近一次水生生物监测显示，北京
市累计监测到浮游植物 134 种、浮游动
物 231 种、底栖动物 284 种、鱼类 41 种。

数据显示，2022 年上半年，北京
市的 37 个国考断面中，一至三类水质
断 面 26 个 ， 占 70.3％ ， 同 比 增 加 16.2
个百分点，无劣五类断面，动态达到
国家年度考核要求。

北京：

环境 DNA 等技术赋能
水生态智慧观测系统建设

新华社兰州 8 月 23 日电 （记者 张
玉洁） 记者 23 日从甘肃省政府新闻办
公室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甘肃省建
立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责
任体系，促进绿色发展。

甘肃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
屏障。甘肃生态敏感脆弱，90％的国
土 面 积 属 于 限 制 开 发 区 和 禁 止 开 发
区，不少地方极度干旱，植被覆盖稀
疏，土地沙化荒漠化严重。

甘 肃 省 林 草 局 副 局 长 田 葆 华 介
绍 ， 甘 肃 从 省 级 层 面 推 动 林 长 制 工
作，保护发展林草资源的责任由林草

部门提升到党委政府。全省设立林长
62288 名 ， 选 聘 生 态 护 林 员 66339 名 、
草原管护员 15100 名，实现山有人管、
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

田葆华说，2021 年以来，甘肃完
成 植 树 造 林 533 万 亩 、 草 原 种 草 改 良
647 万 亩 、 沙 化 土 地 综 合 治 理 435 万
亩。同时，甘肃争取资金，开展幼龄
林抚育、天然林保护、退化林改造修
复等相关工作，提高了森林系统的生
态效益。

据悉，甘肃省下一步将在生态保
护修复、科学绿化等方面再发力。

甘肃建立五级林长责任体系
促进绿色发展

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 记者 19 日
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当前全国汛
情旱情叠加的严峻形势，国家防总办
公室、应急管理部要求加强水旱灾害
风险防控。

据介绍，近期，西北、华北、东
北 部 分 地 区 将 再 次 出 现 强 降 雨 过 程 ，
与 前 期 降 雨 落 区 高 度 重 叠 ， 致 灾 性
强。与此同时，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
游 一 带 高 温 干 旱 持 续 发 展 ， 受 旱 面
积、影响人口不断增加。全国防汛抗
旱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国 家 防 总 办 公 室 、应 急 管 理 部 要
求，盯紧新一轮强降雨，做好防范应对
工 作 。 特 别 是 内 蒙 古 、山 西 、陕 西 、河
北、天津、北京等相关地区要充分认识
新一轮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降
雨地区土壤饱和，再遭遇极端强降雨，
致灾风险将进一步增强的严峻形势，高
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型水库和山
塘淤地坝安全风险隐患，全面做好防范
应对工作。尤其是各级责任人要深入
一线、靠前指挥，推动落实直达基层责
任人的临灾“叫应”机制和面向社会的
预警渠道，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
到户到人。辽宁绕阳河和新疆塔里木
河 要 继 续 加 强 超 警 超 保 河 段 巡 查 防

守，不能有丝毫松懈。
同 时 要 统 筹 落 实 抗 旱 减 灾 工 作 。

高温干旱地区要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综
合减灾的作用，做好水源优化调度工
作，千方百计增辟抗旱水源，落实计
划用水、节约用水措施，必要时组织
应急拉水、送水，把确保群众生活用
水摆在首要位置，最大限度地满足工
农业生产用水需求。旱区要谨防旱涝
急转，做好应对准备，坚持防汛抗旱
两手抓，确保安全。

两部门还要求继续做好青海大通
县山洪灾害的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
力开展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统筹做
好受灾群众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和卫
生防疫工作；密切监视近期雨情水情
变化，进一步开展隐患排查，防止次
生灾害发生。

据了解，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
对 北 京 、 天 津 、 河 北 、 山 西 、 内 蒙
古 、 辽 宁 、 黑 龙 江 、 陕 西 、 甘 肃 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防汛四级应急响
应 ， 继 续 维 持 针 对 安 徽 、 江 西 、 湖
南、湖北、重庆、四川等省份的抗旱
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工作组、专
家组继续在青海、河北和新疆指导防
汛抢险工作。

两部门：

加强水旱灾害风险防控

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第 9 号台
风“马鞍”将影响珠江流域，水利部 23 日
12 时针对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 5
省区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水利部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受
第 9 号台风“马鞍”影响，8 月 24 日至
26 日 珠 江 流 域 将 有 一 次 强 降 雨 过 程 ，
西江、郁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珠
江 三 角 洲 、 南 渡 江 等 将 出 现 涨 水 过
程，暴雨区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
警洪水。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
李国英要求相关水利部门，密切关注

台风发展态势，有针对性地落实暴雨
洪水防御措施。

水利部向广东等相关省级水利部
门 和 水 利 部 珠 江 水 利 委 员 会 发 出 通
知 ， 要 求 强 化 应 急 值 守 和 预 报 预 警 ，
落实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措
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在保证
水库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抓好后汛期
水库蓄水工作，为城乡供水和工农业
用水储备水源。

水 利 部 已 派 出 2 个 工 作 组 分 赴 广
东、广西，协助指导地方做好台风强
降雨防御工作。

水利部针对广东等 5 省区
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记者 戴
小河） 北京时间 23 日晚，世界卫生组
织宣布，中国通过疫苗国家监管体系
评估。

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我
国的疫苗监管体系已于 2011 年、2014
年先后两次通过评估，在 2022 年 7 月
迎来了世界卫生组织升级评估标准后
的新一轮全面评估。

世界卫生组织对疫苗国家监管体
系的评估，是一项世界公认的、可以
科学全面评估一个国家疫苗监管水平
的国际考核。世界卫生组织将通过疫
苗监管体系评估作为采购该国疫苗产
品的前提，即只有国家监管体系通过
评估，该国企业才能申请世界卫生组
织疫苗产品预认证，并列入联合国等
国际组织采购清单。此外，通过评估

也是其他国家注册和采购他国疫苗产
品的重要参考。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驻 华 代 表 高 力 说 ，
这次的评估标准更加严格，内容丰富
全面，指标大幅增加。中国的疫苗监
管体系这次能通过评估，意味着中国
拥有稳定的疫苗监管体系，能确保在
中国生产、进口或流通的疫苗质量可
控、安全、有效。

国家药监局副局长黄果表示，此
次我国疫苗监管体系通过世界卫生组
织评估，说明我国的疫苗监管体系对
标世界卫生组织新标准和国际先进水
平，持续加强和改进。这也为我国疫
苗走出国门创造了良好条件。今后我
国可以为促进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疫苗可及性、可负担性作出更多贡
献。

我国疫苗监管体系通过
世界卫生组织新一轮评估

“ 音 乐 会 ＋ 露 营 ”“ 景 区 ＋ 露
营”“集市＋露营”⋯⋯这个暑期，
许多地方举办多种形式的露营主题
活动引爆夏日消费热潮，成为令人
瞩目的市场亮点。

露营热度持续攀升

7 月中旬，北京世园公园举办露
营 文 化 节 ， 开 辟 出 28 万 平 方 米 营
地，提供 1000 多个露营营位，让人
们玩转仲夏；8 月初，各地一些房车
旅游爱好者们齐聚新疆特克斯县喀
拉峻草原露营，感受星空下天山里
别具一格的浪漫；上周，吉林省首
届露营生活节开幕，各大品牌露营
产品集中展览，60 多项丰富多彩的
露营相关活动陆续推出⋯⋯

近期，各种形式的露营主题活
动在全国多地开展。资深露营爱好
者张丹感慨：“露营越来越火，人越
来越多。”

自 2020 年以来，露营热度持续
攀升，并在今年呈现加速爆发的态
势。大众点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 ， 露 营 搜 索 量 较 去 年 同 期 上 涨
447％，被分享过露营相关评价的线
下商户数量同比上涨 240％。

旅游运营商中山考拉负责人介
绍，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1 月至
5 月“酒店＋景点”组合商品的销量
仅为去年的二至三成，露营商品的
销量同比增长了 3 倍以上。

同 时 ， 随 着 露 营 走 热 ，“ 露
营 ＋ ” 的 创 意 概 念 顺 势 而 生 。“ 露
营＋景区”“露营＋美丽乡村”“露
营＋亲子活动”等不断涌现，露营
与更多场景、活动结合起来。

河北涞源以“星空”“云海”等
景观为特色，推出系列露营项目；贵
阳 市 天 河 潭 旅 游 度 假 区 举 行 荧 光
跑＋露营嘉年华；青岛、厦门等城市
举办“潮人露营音乐会”。同时，剧本
杀、相亲、研学等也被纳入露营活动
内容。

拉动上下游产业发展

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露
营相关企业 6.06 万家。其中，2020
年新增 9690 家，2021 年新增 2.19 万
家 ， 2022 年 至 7 月 末 ， 新 增 1.78 万
家。

配 套 装 备 产 品 市 场 随 之 火 热 。
今年“618 购物节”期间，多个购物
平台露营装备销售火爆。《百度×京
东 618 消费趋势洞察报告》 显示，便
携 桌 椅 床 、 救 援 装 备 、 帐 篷 ／ 垫
子、野餐用品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
541％ 、 227％ 、 165％ 、 142％ 。 天
猫 “618” 第 一 波 ， 包 括 帐 篷 、 天
幕、防潮垫、营地车在内的露营相
关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超 2 倍。6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美团上露营相关商
品的整体订单量比去年增长超 30 倍。

多位露营爱好者告诉记者，如
今的露营更追求精致，强调形式和
氛 围 ， 拍 照 要 好 看 。“ 原 来 只 带 帐
篷、睡袋、必备的食物和水。”张丹

说 ， 现 在 从 天 幕 、 投 影 仪 到 咖 啡
机、氛围灯、鲜花等，仪式感拉满。

户 外 品 牌 牧 高 笛 近 日 发 布 的
2022 年 半 年 度 业 绩 预 增 公 告 显 示 ，
国内露营装备市场需求旺盛，公司
自有品牌的露营装备及周边线上自
营渠道上半年收入同比增长 248％左
右，线下渠道同比增长 338％左右。

“目前多家生产露营装备的企业
产能已经饱和，订单排到了 6 至 8 个
月以后。”户外品牌自在之地负责人
杰瑞透露。

随着房车露营爱好者增多，房
车销售市场一路升温。中国汽车流
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一
季度全国房车市场销售 2425 辆，同
比增长 17％，销量为近 5 年同期最
高。今年“五一”假期，深圳等地
房车营地火爆。“营地 30 多台房车位
全部订满，以往没有这种情况。”一
位房车营地负责人说。

根 据 艾 媒 咨 询 发 布 的 研 究 报
告，2021 年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
规 模 达 到 747.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62.5％；带动市场规模 3812.3 亿元，

同比增长率为 58.5％。预计 2025 年
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将上升
至 2483.2 亿元，带动市场规模将达
到 14402.8 亿元。

多措并举引导露营产业规
范健康发展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房车分会副
会长廖红斌认为，国际露营市场上
80％的装备都产自中国，我们的露
营装备产业具有优势。

成都大牧户外露营装备一站式
体验馆负责人沈健表示，未来大家
对露营的诉求可能会有所不同，定
制 化 、 专 业 化 增 强 ， 与 其 他 场 景 、
行业组合的“露营＋”模式越来越
多。

露营品牌大热荒野创始人朱显
认为，大众回归自然、释放自我的
需求始终存在。露营是包容性很强
的业态，咖啡、集市等各种业态都
能与其融合。预计国内露营市场经
过 目 前 的 爆 发 后 会 进 入 平 稳 发 展
期，成为较为普及的户外活动方式。

随着持续升温，露营也暴露出

一些问题。部分露营者选择不具备
基础条件的地点活动，造成植被损
坏、环境污染等。

对此，多个城市出台举措，开
辟专属露营区域。例如，广州在年
初 推 出 第 一 批 24 个 绿 地 草 坪 帐 篷
区，在符合条件的公园内划定专门
区域供游客搭设帐篷；前不久，成
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出台 《成
都市公园 （绿道） 阳光帐篷区开放
试点方案》，在市内各个公园绿道划
定 22 个帐篷区，供市民露营；北京
市园林绿化局日前印发 《北京市公
园 绿 色 帐 篷 区 管 理 指 引 （试 行） 》
的通知，引导公园开展露营活动。

去年 10 月，浙江省湖州市出台
《湖州市露营营地景区化建设和服务
标准》《湖州市露营营地景区化安全
防范指南》 等多个文件，对露营营
地的建设标准、安全监管等方面做
出 了 规 定 。 最 近 一 段 时 间 ， 武 汉 、
济南等多地发出“无痕露营”倡议。

（记者 宋佳 吴文诩 薛晨 周晔
参与采写：孙彤）

露营持续升温观察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家里的电器没使用，电表却在悄
悄走，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现象就
是待机能耗。记者近日采访发现，我
国待机能耗浪费现象较为普遍，而公
众对这一浪费的认识严重不足，须防
止待机能耗成“隐藏的浪费”。

离家一月走了十度电 待机
能耗浪费现象需重视

李先生的工作需要常年出差，不
久前他发现家里即使没人、电器全
关，也会每月走约十度电，几次检查
都没能找到原因，于是联系了电力部
门上门检查。原来，是家中的中央空
调在“作怪”，虽然每次出门李先生
都会把空调关上，但通电待机的中央
空调仍会产生不小的待机能耗。

没有运行使用却仍连着电源，由
此带来的电耗被称为待机能耗。与电
器在使用中产生的有效能耗不同，待
机能耗基本是一种能源浪费，而且往
往 是 一 种 不 易 被 发 现 的“ 隐 藏 的 浪
费”。

记者随机走访了十余户家庭，发
现待机能耗浪费的情况较为普遍。除
一两户老年家庭外，多数家庭的电视
机、机顶盒都只用遥控器关掉，并没
有关掉开关或切断电源；空调、油烟
机、洗衣机这些常用家电都是全年通
电待机状态。记者还发现，过半家庭

的电热水器、小厨宝都是 24 小时运
行，即便人不在家时也不会关掉。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太原供电公
司客户经理杨佳伟告诉记者，据他观
察，很多家庭都不会留意到待机状态
下的电力消耗。“比如说空调，北方
大部分家庭除了夏季其他时间很少使
用，但是很少有人会把插销拔掉，有
的人不知道这样还会耗电，有的人知
道，但是不在意。”

采访中记者问到对自家待机能耗
量的了解，多数用户表示“不太清楚”

“应该没多少”或“从来没关注过”。

待机能耗积少成多 总量巨
大

受访人士指出，待机能耗难以被
察觉，是因为这是一种“积少成多”
的浪费。杨佳伟告诉记者，以一部待
机功率 12W 的路由器为例，如果按
每日待机时间 15 小时计算，那么一
个 路 由 器 一 天 的 待 机 能 耗 是 0.18 度
电，看起来好像不多，但一年下来就
要耗费 65.7 度电。“两三年的待机耗
电量算下来，就够再买一部路由器
了。”

为估算待机能耗总量，记者进行
了多方采访。海尔空气产业性能研究
所所长王飞表示，其团队曾对常见家
用电器待机能耗做过测算，将一户家

庭的空调、洗衣机、电视、微波炉、
电饭煲五类电器进行计算，待机功率
在 12W 到 15W， 待 机 能 耗 大 约 是 3
到 5 天一度电，即每天 0.2 度到 0.33
度电。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高级工程师张敏为记者做了简单
测算。将城镇家庭常见的电视机、机
顶 盒 、 路 由 器 等 12 种 电 器 计 算 在
内，一户家庭每天的待机能耗约 0.86
度电。如果将一直运行却未使用的电
热水器、小厨宝加入，一户家庭每日
浪费的能耗可达到 1.52 度电。

记者还邀请了多位长年上户服务
的电力客户经理进行估算，反馈结果
显示，每户日待机能耗量在 0.3 度到
1 度电之间。

综合来看，即便按照每户日待机
能耗 0.2 度电计算，一个 500 万人口
的城市 （按 190 万家庭户计），全年
待机能耗近 1.39 亿度电。

亟待遏制不必要的待机能
耗浪费

受访专家指出，在当前电力供需
形势持续偏紧的情况下，遏制待机能
耗浪费有着现实性和紧迫性。减少不
必要的待机能耗浪费，能够减少煤炭
消费，降低碳排放，还可以降低基础
负荷，缓解用电高峰期的负荷压力。

“ 待 机 能 耗 带 来 的 电 费 花 销 不
大，容易被用户忽视。”张敏表示，
但对无意义、不必要、不产生价值的
待机能耗浪费要坚决遏制。

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
院教授韩肖清建议，加大相关节能技
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技术革新
是有效降低待机能耗的重要途径，应
鼓励科研院所、企业开发出更多低待
机耗电技术，并推动相关技术的应用
推广。”

王飞说，我国的能效标识制度对
推动企业降低产品待机能耗起到了积
极作用，但当前各类新的电器产品层
出不穷，对于那些市场成熟度较高且
待机能耗较大的新产品，应当及时纳
入国家强制性准入标准，引导其节能
发展。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生活电器检
测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兆明表示，对于
企业宣传的节能指标，在市场监管部
门加大监督抽查的同时，还可充分发
挥第三方检测机构的作用，对以待机
功率为代表的能效、节能等指标进行
客观评价，起到监督、激励作用。

多位受访者还提出，应进一步强
化群众节能知识和节约意识，同时也
为培养节能习惯创造条件，引导群众
养成节能生活方式。

新华社太原 8 月 23 日电

关机不断电 电表悄悄走
——防止待机能耗成“隐藏的浪费”

新华社记者 马晓媛 李紫薇 马晓洁

持续升温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