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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二手车市场信息透明

潘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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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超深水钻井刷新周期纪录
本报记者 黄晓芳

江河纵横，水利工程建设“进度条”持续

刷新。水利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良好开局，在去年同期

高基数之上，水利建设完成投资实现稳中有

增。前 3 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 2.16

万个，其中新开工水利项目 6034 个；完成水

利建设投资 1988.1 亿元，同比增长 2.9%。

“ 基 础 设 施 是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要 支

撑。”水利部副部长陈敏表示，今年，水利部聚

焦国家水网建设、“两重”水利重大项目实施

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部署，全力以赴抓项目、

筹资金、稳规模、促就业，为推动经济持续回

升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

工程建设开局良好

随着天气转暖，河北涿州北拒马河调蓄

工程加紧施工，确保工程主体结构在今年汛

期前完工。该工程总库容达 1.16 亿立方米，

滞洪容积 7000 万立方米，建成后将有效提高

涿州防洪能力。

前不久，引江补汉工程出口段输水主隧

洞也传来捷报——累计掘进突破 4000 米，完

成总工程量近 80%，距全长 5085 米的目标仅

剩 1000 余米。这标志着出口段主隧洞施工

正式迈入攻坚冲刺阶段。

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

开工项目，是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

动脉的重要标志性工程。工程建成后，将实

现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两大国之重器隔空

“牵手”，对充分发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输水

潜力、增强汉江流域水资源调配能力、进一步

提 高 北 方 受 水 区 的 供 水 稳 定 性 有 着 重 要

作用。

今年以来，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取得

新进展。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引江补汉、环北

部湾水资源配置、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引江济

淮二期、贵州花滩子水库等国家水网骨干工

程加快建设，农村供水、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中型灌区、水生态治理保护等中小型工程同

步推进。

与此同时，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投资规

模超去年同期。一季度，新开工黄河干流青

海段治理、嫩江干流补充治理、浙江老石坎水

库扩容、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等 8 项

重大工程，总投资规模达 437.3 亿元，同比增

长 27.8%。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稳就业作用持续发

挥。一季度，在建水利项目吸纳就业 66 万

人，其中农村劳动力 54.3 万人；累计发放就业

人 员 工 资 67.5 亿 元 ，其 中 农 村 劳 动 力 工 资

52.4 亿元。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投

入。“今年以来，水利部积极争取财政对水利

建设投入的同时，打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金

融信贷、社会资本‘组合拳’，多渠道筹集建设

资金。”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张祥伟介绍，

一季度，全国水利建设落实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 288.6 亿元、同比增长 37%；落实银行贷款

414.1 亿元、同比增长 38.5%；落实社会资本

372.8 亿元、同比增长 33.2%，特别是落实民营

资本 31.3 亿元，是去年全年引入民营资本的

一半。

2025 年 是“十 四 五 ”规 划 的 收 官 之 年 。

张祥伟表示，今年水利建设任务重，投资需求

大，将持续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千方百计落

实水利建设投资。

粮食基础不断夯实

灌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力军。一

季度新开工 8 项重大水利工程，其中大型灌

区建设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占一半。“这些工程

的实施，将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 759 万亩，提

高农业用水保障能力和灌溉效益，对筑牢国

家粮食安全根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

要作用。”张祥伟说。

在安徽，江巷灌区先行建设工程——渠

管道穿越合新高铁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江巷

灌区地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惠及苏皖两

省，是建设千亿斤江淮粮仓，有效保障粮食生

产安全的大型灌溉工程。工程建成后，灌区

将采用“监管运”一体化管理模式，充分发挥

驷马山工程保障粮食安全、抵御旱涝灾害的

重要作用。

在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建

设也迎来关键节点。截至目前，本年度开工

的第一批项目已完成 16.25 公里的渠道土方

清基，正在进行坡面修整、渠坡苯板铺设及混

凝土浇筑，计划于 4 月 22 日前完成渠道水下

部分施工，保障渠道春灌顺利通水。

据了解，宁夏青铜峡灌区，灌溉面积506万

亩，是全国6个特大型灌区之一，也是宁夏回族

自治区粮食和优质农产品重要产区。通过改

造灌排设施、新建调蓄工程、数字孪生灌区建

设，进一步提高灌区灌溉保障能力，促进水资

源集约节约利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灌排工程体系逐步

完善，抵御干旱、洪涝灾害的能力有效提升，

夯实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水利基础。”水利

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副司长许德志介绍，2024

年耕地灌溉面积上生产的粮食产量约占全国

总产量的 80%，特别是去年中央加大投入力

度，支持 1000 多处灌区进行现代化建设与改

造，耕地灌溉面积发展到 10.8 亿多亩，灌排条

件大幅改善，灌区亩均产量达到全国平均水

平的 1.5 倍到 2 倍，是旱地的 2.5 倍到 3 倍。

眼下，全国春灌正大面积展开。今年以

来，不少灌区充分利用数字孪生灌区先行先

试成果，通过信息监测感知，优化调配水资

源。比如，江西省赣抚平原灌区实现 5 分钟

生成未来 10 天灌溉调配方案，放水调度时间

大幅缩短；

甘 肃 省 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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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灌溉模式，实

现按需适时适量自动精准灌溉，亩均灌溉用

水可节约 5%以上。

许德志说，今年大中型灌区现代化建设

与改造又被列入水利领域“两重”实施方案予

以重点支持，《全国农田灌溉发展规划》提出

的到 2035 年耕地灌溉面积发展到约 12 亿亩

的目标有望加快实现，大中型灌区粮食安全

主力军作用将进一步发挥。

持续加大建设力度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扩大

有效投资。加快实施一批重点项目，推动“十

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顺利收官。展望全年，陈

敏表示，将以“两重”水利项目为重点，加快推

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完成“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

推动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开工建设。一方

面，压茬推进今年计划开工的重大水利工程

前期工作，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及时解决项目

立项审批难点问题，力争多开、早开；另一方

面，根据前期工作进展，第二季度力争再开工

一批项目，如淮河干流浮山以下段行洪区调

整和建设、湖南洞庭湖区重点垸堤防加固二

期工程等事关流域防洪安全的标志性工程。

加快在建重大工程建设进度。当前，我

国已进入汛期。记者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

会了解到，根据气象水文分析预测，今年珠江

流域气象水文年景总体偏差，防汛抗旱形势

不容乐观。截至 4 月 16 日，龙滩、百色、大藤

峡等流域骨干水库已腾空 42 亿立方米库容

迎汛备汛。要加快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重

庆渝西水资源配置、引江济淮二期等一批在

建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进度，推动工程尽快建

成发挥效益。健全水利工程实施和质量监管

机制，严格落实项目法人履行工程建设管理

首要责任和水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监管责任，

强化在建项目安全度汛管理。

针对健全重大工程建设管理运行机制，

进一步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尤为关键。陈敏

表示，要充分发挥超长期特别国债等中央资

金的带动作用，深入挖掘项目盈利潜力，更大

力度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银行贷款、央企

国企民企等投入，推进 REITs、企业债券等发

行，多渠道落实水利建设投资。同时，健全水

价形成机制，加快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落

实价格动态调整机制，鼓励供需双方按照市

场化原则协商确定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完善

工程管护机制和运行机制，推进工程标准化

管理，推动工程顺利建设、安全良性运行。

近日，中国海油宣布在我国南部海域的某超深水探井以

11.5 天的钻井作业周期高效完成，打破了我国 3500 米至 4000

米超深水钻井周期纪录。此次突破验证了我国自主深水钻完

井技术体系的先进性，对推动深水油气资源规模性增长、加快

深海油气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海上钻完井具有高风险、高成本、高技术“三高”特点，深

水钻完井的复杂程度更高、实施风险更大。中国海油研究总

院总工程师李中表示，目前我国深水钻完井技术水平和作业

能力均处于世界领先行列。我国已经逐步探索出具有特色的

深水优智钻完井技术体系和精益管理模式，将深水钻完井作

业任务拆解成数百个“常规操作”环节，可以统筹多个不同专

业技术团队协同配合完成任务。

深水是未来全球油气资源的主要接替区和世界大国争夺

的重要战略区。全球超过 70％的油气资源蕴藏在海洋中，其

中 44％来自深水。我国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南海，绝大部分油

气资源隐藏在深水区域。

据了解，“十四五”时期以来，我国深水钻完井作业量环比

增长 74%，支撑了我国大型深水油气项目的建成投产和海洋

油气产量的持续攀升。为加快深海油气开发，我国在深水、超

深水、高温高压、超高温超高压等多个高技术、高难度领域开

展钻完井作业，高效钻探了一批代表性深水气田。

2024 年 8 月，我国钻探发现全球首个超深水超浅层大气

田——陵水 36-1。同月，“深海一号”二期开发井钻完井作业

提前完成。“深海一号”是我国首个自主勘探开发的超深水大

气田。中国海油“深海一号”气田总监宋金龙介绍，该气田最

大作业水深超 1500 米，最大井深达 5000 米以上，地层最高温

度达到 138 摄氏度，地层最大压力超 69 兆帕，相当于家用高压

锅工作压力的 1000 倍，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开发建设的作业

水深最深、地层温压最高、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深水气田，创

造了多项世界深水钻完井作业单项纪录。

2024 年 9 月 10 日，中国海油在荔湾 4-1 构造超深水海域

钻获一口天然气井，测试日产天然气无阻流量 43 万立方米，

标志着我国超深水碳酸盐领域勘探首次取得重大突破。此次

钻完井作业通过优化井眼轨迹设计和随钻测井技术，首次成

功在 1640 米超深水下的碳酸盐岩储层中实现水平段钻遇 650

米气层。该井的成功钻探，标志着我国超深水碳酸盐岩勘探

新领域的勘探认识与作业技术均取得重要突破。

今年 3 月，我国在南海东部海域深层—超深层勘探发现

惠州 19-6 油田，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 1 亿吨油当量。

深海油气开发是全球重要的科技创新前沿。李中表示，

未来我国深海油气开发技术还将向更深、更快发展，通过数智

赋能，实现从经验主导到数据驱动、智能决策的跨越。

日 前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

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加强汽

车领域信息共享，支持第三方

二手车信息查询平台发展，促

进二手车放心便利交易。

完 整 的 汽 车 市 场 包 括 新

车和二手车市场，壮大二手

车交易市场，是提振汽车消费

的重要抓手。与新车相比，二

手车价格优势明显，对预算

有限的消费者吸引力大。发

展二手车市场，有利于降低

购车门槛，拓展汽车消费人

群，盘活汽车存量，拉动汽

车消费。

我 国 二 手 车 市 场 发 展 空

间巨大。放眼全球，不少汽车

市场较成熟的国家，二手车交

易量远超新车销量。与之相

比，我国二手车析出率（交易

量占保有量比例）较低，新旧

车交易比例不平衡，市场潜力

尚未充分释放。

近年来，我国二手车市场

发展迅速，交易量稳步提升，

特别是随着提振消费政策的

加快落地，二手车交易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中国汽车流

通协会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二手车交易量达 1961.42 万

辆，同比增长 6.52%，累计交易金额突破 1.28 万亿元。但

也要看到，当前二手车市场秩序规范性不足，泡水车、事

故车、调表车等质量问题频发，制约着我国二手车市场进

一步发展。

车况信息不透明是二手车乱象的根源。二手车交易当

中，卖方掌握车辆维修、事故等数据，而买方往往处于信息

盲区，导致车辆信息不对称。维修保养记录分散，让追溯完

整车况更加困难。壮大二手车市场，关键在于信息透明。

需从多方面入手，推动形成透明的交易环境，保障二手车市

场健康有序发展。

要推动汽车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共享。信息共享通过将

车辆从生产、销售、使用、维修保养到报废回收的全过程中

产生的所有关键数据，包括制造信息、维修记录、事故历史、

车主变更、环保检测等，进行系统化记录、整合并开放共享，

形成可追溯、可验证的完整数据链，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二手车市场中，信息共享能够帮助消费者、企业、监管机

构全面了解汽车在维修、事故等方面的信息。相关主体，尤

其是保险公司要积极做好数据开放，方便后续对车辆状态

进行真实准确评估。

要用好技术手段，保障车况数据真实性，不断创新检测

手段。利用物联网技术，能够实时采集车辆里程、电池健康

等数据，为二手车残值评估提供依据；借助区块链技术，能

够将生产、维修、年检等数据写入区块链，防止数据篡改；巧

用 AI 技术，能够通过高清摄像头和图像识别算法，自动检

测车身漆面厚度和色差，探寻损伤痕迹。如今，随着新技术

逐渐成熟，技术成本不断降低。要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基础

上，积极探索技术赋能路径，准确披露车况信息，推动行业

实现创新发展。

提升二手车的车况信息透明度，离不开跨部门、跨区域

合作。要加强协调形成合力，共同打通二手车信息流通堵

点，同时用好政策支持和新技术赋能，推动我国二手车市场

向健康有序方向发展，成为提振汽车消费的重要力量。

车况信息不透明

是 二 手 车 乱 象 的 根

源 。 壮 大 二 手 车 市

场 ，关 键 在 信 息 透

明。要推动汽车全生

命 周 期 的 信 息 共 享 ；

用 好 技 术 手 段 ，保 障

车 况 数 据 真 实 性 ，不

断创新检测手段。

上图上图 货运船只货运船只在引江济淮工程安在引江济淮工程安

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段有序航行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段有序航行。。

陈三虎陈三虎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下图下图 四川省阆中市石滩镇四川省阆中市石滩镇，，工人工人

在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构溪河渡槽双联在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构溪河渡槽双联

拱进行底模铺设和钢筋绑扎拱进行底模铺设和钢筋绑扎。。

王玉贵王玉贵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全球气候变化与快速城市化使我国城市面临水生态环境灾害的巨大

风险与严峻挑战，建设海绵城市已成为应对水灾害风险挑战、提高城市

发展韧性、实现可持续健康城镇化的重要手段。

由浙江工业大学陈前虎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研究成果

《水灾害风险管理——海绵城市建设理论与方法》 一书，日前由浙江大

学出版社出版（ISBN：978-7-308-26088-6）。全书紧紧围绕“打造有中

国特色的水灾害风险管理方案——海绵城市”的研究目标，聚焦“为什

么要建海绵城市、海绵城市建什么、海绵城市怎么建”三大现实问题，

引申并提炼出“城市水灾害风险的形成机理与评估方法、海绵城市的防

灾原理与减灾技术、海绵城市建设风险演化规律及其防控体系”三大科

学问题，设计并沿循着“战略背景与研究设计—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

灾害类型与风险评估—防灾原理与减灾技术—建设风险与绩效评估—风

险管理与防控策略”的研究路线，构建起一套海绵城市建设及其风险管

理的理论体系、关键技术、评估方法与防控策略。这是国内为应对水灾

害风险挑战而系统论述海绵城市建设理论与方法的重要著作，对于韧性

城市研究、建设与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价值。全书

共 6 篇 21 章、67 万字。

（数据来源：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

·广告

持 续 深 入 系 统 推 进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新书推介《水灾害风险管理——海绵城市建设理论与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