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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全国最大电力负荷达到 14.65

亿千瓦。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高出 1.5 亿千

瓦，较今年 6 月底上升 2 亿千瓦，相当于同时

点亮 146.5 亿盏 100 瓦的灯泡。面对用电负

荷大幅攀升的挑战，目前全国电力供应总体

平稳有序，不仅人民群众清凉度夏电力需求

得到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用电也获得

强力支撑。电力迎峰度夏大考背后，藏着什

么保供密码？

高温是电力需求增长的首要推手。入夏

以来，全国多地出现高温闷热天气，江苏、安

徽、山东、河南、湖北等省份电网负荷创历史

新高。炎炎烈日下，空调制冷负荷成为拉动

电力负荷攀升的“主力军”。这种因高温催生

的用电需求具有刚性，只要高温持续，制冷用

电就必不可少，给电力供应带来严峻挑战。

据中国气象局预测，未来一段时间，黄淮、江

汉、江南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预计华

东、华中地区电力负荷还将不断攀升，带动全

国电力负荷持续增长。峰值负荷的不确定性

加大了保供难度。

经济热度是深层次原因。今年以来，我

国经济顶住外部压力实现良好开局，生产供

给较快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服务业消

费持续释放。数据中心的算力需求、新能源

汽车的充电需求、夜间经济的用电需求⋯⋯

在经济持续增长拉动下，各地电力负荷不断

攀升。

面对历史性峰值，我国电力系统表现堪

称稳健。14.65 亿千瓦负荷下，全国未出现大

面积停电，民生用电未受影响，工业生产未因

缺电停摆。这份“总体平稳有序”的答卷，源

于系统性、精细化的保供逻辑。

看源头保障，主力电源稳发满发，新能源

应发尽发。火力发电作为“压舱石”，在迎峰

度夏前已完成全面检修，全国统调电厂存煤

充足。水电企业精准预测来水，通过科学优

化调度和水资源高效利用，将汛期来水转化

为清洁电力。核电机组连续满功率运行，为

沿海地区提供稳定电力。新能源场站抢抓

风光资源时段，全力争发绿电。发电侧“粮草

充足”就是保供的最大底气，截至今年 5 月

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36.1 亿千瓦，同比

增长 18.8%。

看网络优化，跨省跨区互济打破“地域孤

岛”。从西电东送到北电南送，从特高压工程

到智能电网，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

最先进的电力系统。今年甘肃送山东、新疆

送重庆等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建成投运，这

个系统还在不断成长。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同

时，供电部门充分利用我国大电网资源配置

优势，通过先进智能调度系统，实时掌握电力

供需动态，精准调配电力资源。这种“全国一

盘棋”的调度模式，让电力资源从“丰水区”流

向“负荷中心”，有效化解了区域不平衡矛盾。

看精细调控，从“刚性供应”到“柔性响

应”。迎峰度夏不再是简单多发电，消费侧也

成为重要电力“资源池”。在江苏，虚拟电厂

平台聚合庞大工商业用户，通过需求响应机

制引导用户在用电高峰时段主动减产，换取

即时奖励；在浙江，负荷智能调控系统覆盖海

量空调机组，当电网压力过大时，可自动上调

温度，既保障舒适度又降低用电需求。这些

柔性调节手段，为电力供需平衡提供了全新

解决方案。

迎峰度夏是对国家能源供应保障体系和

应急管理能力的一次全方位检验。此前，受

突发高温影响，西班牙、葡萄牙出现大面积停

电事故；近日，意大利主要城市在高温炙烤中

供电中断。创纪录的电力负荷下，我国依然

能保持总体平稳有序供电，有力证明了能源

保供体系的强大韧性，也展现出我国面对复

杂挑战时的统筹协调能力和制度优势。

保供电就是保增长、保就业、保大局稳

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大背景下，未来

电力迎峰度夏形势更加复杂，如何提升清洁

能源消纳能力？如何通过市场化改革引导用

户错峰用电？如何推广节能技术降低单位

GDP 电耗？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推动我国能

源体系向更安全、更清洁、更智能、更高效的

方向演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当前正是晚熟荔枝的采收旺

季，为了让更多海外食客品尝到

新鲜美味的荔枝，广州海关持续

优化从田间检验检疫到口岸通关

的全链条服务，助力出口荔枝抢

“鲜”通关。据统计，今年上半年

广州海关共检验检疫监管出口荔

枝 2818.6 吨，同比增长 17.6%。

广东荔枝种植面积排名全国

第一位，荔枝品种众多。其中，位

于北回归线上的广州从化是全国

晚熟优质荔枝的重要产区，种植

面积近 30 万亩，占该市产量的一

半，孕育出流溪桂味、钱岗糯米

糍、井岗红糯等优质品种。

“我们主要种植从化本地的

荔枝品种井岗红糯。为提高种植

和采收水平，今年我们在种植期

通过无人机与机器人巡检，使用

激光雷达精准识别树冠长势，提

高养护水平。”华隆公司荔博园生

产总监韦帮稳表示，为进一步提

升采摘效率，该公司结合采收需

求研发数据模型，单个机器人在

数据模型指引下，每分钟可采摘

荔 枝 60 颗 ，每 日 可 采 摘 荔 枝 近

千斤。

荔枝不耐贮藏，一日色变、二

日香变、三日味变。从果园采摘

下来的荔枝，需要在 2 个小时内

运到当地加工厂，经过剪枝、泡冰

水、打包装箱等环节，迅速装车运

往 机 场 或 码 头 ，随 即 发 往 国 外

市场。

鲜荔枝保鲜期短，对出口通

关的时效性要求高。“当前正是荔

枝出口旺季，为保障荔枝出口高

效顺畅通关，我们主动靠前服务，

通过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模式

实现‘企业自主申报、海关在线审

核、信息自动提取’，同时对出口

荔 枝 实 行‘ 优 先 审 单 — 优 先 查

检—优先出证’，全流程压缩监管作业时长。”广州海关所

属从化海关属地外勤科科长姜新表示，基本上是当天上午

采摘，下午即可打包出货销往海外市场。

“在海关等部门帮助下，我们的产品整体质量管控能力

持续增强，海外市场不断拓展，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中东

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荔枝种类也从原来的 1 种增加

至 5 种，企业效益大幅提升。”华隆公司总经理刘锐波说，为

加速荔枝锁鲜出海，公司自主研发了荔枝超低温冻眠锁鲜

技术。应用该项新技术，果品在解冻后依然能保持鲜果水

平的 95%，荔枝生产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全年卖、卖全

球”，带动果农每吨增收 2500 元。

品质是中国荔枝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的底气。为助力企

业抢抓产销期扩大出口，广州海关主动调研重点企业，摸

排企业出口计划、货量、出口国家和地区，提供政策解读

和技术指导。同时，对标国际市场准入标准和产品安全标

准，引导企业提前做好生产、加工、运输、仓储等各环节

安全卫生和质量管控，全力保障出口品质，擦亮中国荔枝

“金名片”。

电力负荷创历史新高，保供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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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水安全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江河

保护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全面推进江河保

护治理的总体要求和发展目标，对江河保护治理任务作出了

24 项安排部署。

水利部副部长陈敏表示，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就是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江河源头到

河口、水域和陆域，保护水土资源、河湖功能、生物多样性，提

升流域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同时，加快完善防洪减灾、水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加快建设国家水网

“来水啦！”6 月 30 日，在引绰济辽工程科尔沁配水站，清

澈的水流从出水池中涌出，流量渐增。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兴

安盟绰尔河的水源源不断地注入通辽市科尔沁区莫力庙水

库，标志着引绰济辽工程全线试通水成功。

引绰济辽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

工程之一，属于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通辽市水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工程全面运行后，可改善绰尔河下游农业灌溉条件，

解决受水区生产生活用水问题，有效缓解西辽河流域地下水

超采状况，对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筑牢我国北方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水网建设是江河保护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

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一批国家水网重大工程

加快推进。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张祥伟介绍，目前，南水北调东

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 800 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

1.85 亿人。2022 年以来，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引江济淮一期、

引汉济渭等 12 项重大引调水工程建成通水，新增年调水量

124.8 亿立方米；西江大藤峡、新疆大石门等 24 座大型水库

建成投用；新开工的黄河古贤水利枢纽等 31 项流域防洪控

制性工程和重点水源工程建成后可新增供水能力 49 亿立

方米。

在推进省市县级水网建设方面，我国近年来新建安徽怀

洪新河、广西下六甲等 72 处大中型灌区，并对 1900 多处大中

型灌区实施现代化改造，将新增改善灌溉面积 1.91 亿亩。同

时积极推进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2022 年以来，我国完成了

6.3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提升 3.4 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保障

水平，目前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4%。

张祥伟表示，水利部将认真贯彻落实《意见》要求，锚定

“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

序”的目标，推进各层级水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

代水网，优化水资源配置，提升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

能力。

绘就人水和谐图景

《意见》提出，形成“江河哺育人民、人民守护江河、人水和

谐共生”的江河保护治理格局。如何理解这一要求？

“水资源既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负责人关锡璠认

为，《意见》提出的江河保护治理格局，就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好江河开发利用和保护治理的关系，实

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具体而言，即科学开发利用

江河水资源，持续改善江河水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

保护协调统一。比如，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形

成以江河干流和主要支流为骨架，以湖泊、水库、湿地等为节

点的江河生态保护带；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完善水资源总量

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加快完成跨行政区域江河水量分配，持

续开展地下水保护治理。

地下水保护治理是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重要一环。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

展。”张祥伟介绍，与 2015 年相比，当前全国地下水超采量减

少 31.9%，超采区面积减少 6.8%。从华北地区来看，地下水超

采问题得到有效缓解，超采量较 2015 年减少 85.8%，超采区面

积减少 32.8%。京津冀治理区浅层地下水位回升 3.19 米、深

层地下水位回升 8.46 米。

“下一步，将在已有治理工作基础上，提出地下水压采、回

补和河湖恢复面积等具体目标，从节水、产业结构调整、水源

置换、生态补水等方面采取措施，压减超采量，填补

亏缺量，力争实现地下水水位持续稳中有升。”张祥

伟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河流水量多了、水质好了。《意

见》提出，到 2035 年，江河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水生态

系统健康稳定。陈敏表示，按照部署，水利部门将着重抓好母

亲河复苏行动、加强河湖生态流量管理、强化水域岸线管理与

保护、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坚持不懈抓好江河湖泊生

态保护治理。

全力守护江河安澜

江河保护治理涉及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必须

综合施策、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为此，《意见》明确提出完善

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洪涝灾害是我国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今年，我国区域

性阶段性旱涝特征明显。截至 7 月 4 日上午 8 点，我国累计已

有 329 条河流发生超过警戒水位以上洪水，个别地方极端强

降雨引发山洪、山体滑坡、城市内涝等灾害。

“要着力构建现代化洪涝灾害防御‘三大体系’，系统提升

洪涝灾害风险防控能力，增强应对极端暴雨洪水的韧性。”陈

敏说，“三大体系”即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构建雨水情监测

预报体系、健全洪涝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具体举措包括综合

运用蓄洪、滞洪、泄洪、排洪等综合措施增强对洪水的主动调

控能力；优化气象水文监测站网布局，增强雨水情预报、预警、

预演、预案功能；构建洪涝灾害防御工作机制，增强极端暴雨、

特大洪水、重特大险情灾情的应对处置能力。

在开发利用江河水资源的过程中，要兴利除弊。关锡璠

表示，要坚持防御流域性洪水与局域性灾害并重，统筹提升防

洪工程能力和科学精准应对能力，强化洪水蓄泄调控和应急

转移避险，有效应对极端暴雨洪水灾害。

“现在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陈敏表示，水利部将针对小

型水库等薄弱环节，指导督促地方逐库落实防汛行政、技术、

巡查“3 个责任人”；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

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强化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严格落实

人员转移“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5 个关键

环节的责任和措施；加强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依托数字

孪生水利体系滚动开展洪水演进数字推演，迭代优化调度方

案，科学、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全力保障江河安澜。

广州海关所属从化海广州海关所属从化海

关关员对出口荔枝进行现关关员对出口荔枝进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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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配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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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至 28002800立方米每秒立方米每秒。。

杜杜 杰杰摄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关于召开襄阳新仪元半导体

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会的会议通知
襄阳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上午 9 点至 11 点，在湖北省襄阳市

襄城区胜利街 218 号榕庭迎宾馆 3 号楼六楼 4 号会议室召

开公司股东会。

公司股东会审议以下事项：

（一）公司股东转让公司股权的相关事宜；

（二）修改公司章程。

公司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有权出席公司股东会。

公司股东有权在公司股东会召开前与康进（公司董

事）联系获取上述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

公司股东会联系人姓名：康进

联系电话：15972237288

邮箱：kangjintechsem@163.com

襄阳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7 月 10 日

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检察院

“三个通过”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为深入贯彻落实山东省关于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3 年提

升行动的部署要求，近期，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
充分发挥行政检察职能，利用“三个通过”，持续做实依法平
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

通过完善服务机制，加强与司法执法机关协作配合，会
签《加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实施办法（试行）》等机制，搭
建府检交流协作平台。在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设立企业法律
服务“绿色通道”，截至 2025 年 6 月底，受理并办结涉企民事
行政生效裁判、非诉执行监督案件 7 件，制发检察建议 2 件。
这些举措为企业和企业家创造了更加安稳的发展环境。

通过深入企业了解需求，历经近 10 个月，紧密开展“遍访
企业”活动，主动联系对接企业、省市重大项目 21 个，在行业
协会、企业设立检察服务联络点 3 个。邀请护企观察员等召
开座谈会、检察开放日等 7 次，面对面“问需问计”。组织企业
家、经营管理人员代表参与涉企案件庭审观摩、检察听证等
办案活动 5 次，对办案中发现的监管漏洞，通过专项调研、法
律风险提示函方式，帮助建章立制、加强管理。

通过加强监督办案，全面履行对行政生效裁判结果、审
判程序、行政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责任，对涉企行政行为中
存在的不依法履行职责、处罚不当、程序违法等情形加大监
督力度。期间，对违法情节较轻、及时整改、罚款严重影响生
产经营的中小微企业，探索适用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
评估机制，配合行政机关、法院准予分期履行或者减免加处
罚款，在法律框架内尽力纾解企业困难。 （杜庆男）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