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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 王聿昊 周圆）
记者从中国地震局 2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国家地震预警工程于 25日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我
国国家地震预警工程全面建成，将向全社会提供地
震预警和烈度速报信息服务。

中国地震局副局长阴朝民在发布会上介绍，国
家地震预警工程项目已建设15899个观测站，建成全
球规模最大的地震预警网。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地
震监测能力达到 2.5级，东部地区达到 2.0级，首都
圈、长三角等人口稠密地区达到1.0级。在地震预警
和烈度速报方面，我国华北、东南沿海、南北地震带、

新疆天山中段、西藏拉萨周边等5个重点预警区已具
备秒级地震预警能力，全国已具备分钟级烈度速报
能力。

台站观测、数据处理是地震监测预警的其中一
环，公众和相关行业获知地震预警信息还离不开紧
急地震信息服务、通信网络等技术系统支持。中国
地震台网中心主任李永林在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地
震预警工程已对接铁路、管网、电网、核电、燃气等行
业，拓展电视、乡村大喇叭、IPTV等应急广播播发试
点，丰富微信、支付宝等公众移动应用服务渠道，具
备亿级覆盖、秒级触达的广域快速服务能力。

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地震预警网

本报讯（记者 张旭 曾庆贤）
台风“格美”在我省登陆后给福
州带来强降雨，后续影响仍将
持续。26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郭宁宁，市长吴贤德分赴台江、
仓山、高新区等地检查指导防
汛排涝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
作人员，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上关于防汛抗洪救灾工作的
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
府部署要求，务必一抓到底，不
可丝毫放松，认真细致做好防
暴雨防内涝防地质灾害工作，
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城
市安全。

厚庭排涝闸站是闽江下游

南港南岸防洪工程重要组成部
分，事关高新区、大学城片区防
汛安全。郭宁宁实地了解排涝
站整体布局，察看河道水位水
情，询问连日防汛工作情况，要
求时刻关注雨情水情，严格落
实值班值守制度，科学研判、精
准调度，切实发挥闸站作用，筑
牢城市安全“堤坝”。来到地铁
5号线浦上大道站，郭宁宁检查
防汛物资准备、措施落实情况，
关心地铁线网排水、在建工地
安全等，要求聚焦防汛重点，落
实应急备战预案，科学决策、果
断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确保地
铁安全运营。融侨阳光城方圆
A 区在去年“海葵”台风中受淹

严重，郭宁宁实地察看小区地
下停车场、配电房，肯定防汛补
短板成效，要求按照防汛标准
规范新建小区地下层建设，筑
牢地下空间安全屏障；在向下
沉小区值班值守的国家电网工
作人员了解全市个别部位供电
中断情况后，要求电力部门加
快抢修，恢复供电，确保电力安
全。

水闸在城市防汛排涝、活水
畅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贤德实地察看了鳌峰水闸、
洋洽水闸，详细了解光明港、洋
洽河水位变化、河水流量和城
区排涝情况，要求密切关注雨
情、水情、汛情变化，科学精准

调度库湖池河闸站，综合运用
“拦、分、蓄、滞、排”措施，强化
内河河道联动、分段分流，确保
城区河道通畅；抢抓内外江潮
位差等有利窗口期，充分利用
闸排、泵排、抽排等多种手段，
合理调节水库、内河水位，为城
区排水留足调蓄空间。一线值
班值守干部群众要注意安全防
护和劳逸结合，保护好自身安
全。

检查中，郭宁宁、吴贤德对
各级干部在此次防汛防台风中
展现的担当作为、优良作风给予
充分肯定，强调防汛防台风工作
责任重于泰山，要始终保持警
惕，发挥联排联调作用，内外联

动、跨区域科学调度内河、水库
水位，确保安全度汛；要快速排
险抢修清障，确保交通、电力、通
信设施安全；要紧盯山区山洪沟
道、涉山涉水景点景区等危险区
域，严防次生灾害；要有序推动
企业复工复产，全面抓好环境卫
生整治，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要抢抓国家支持“两重”

“两新”重大政策机遇，聚焦城市
更新、管网改造、地铁配套、防汛
设施配备等，科学谋划项目，积
极向上申报，争取超长期特别国
债等资金支持，加快补短板、强
弱项、惠民生。

市委常委、秘书长郑彧参加
有关活动。

发扬连续作战精神 杜绝麻痹松劲思想
一抓到底做好防汛防强降雨工作

郭宁宁吴贤德分赴台江仓山高新区检查防汛排涝工作

我市上半年GDP
达到6121.64亿元
增长6.2%，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9.3%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通讯员 王勇）记者26日从
市统计局获悉，初步核算，2024年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GDP）6121.64亿元，增长 6.2%。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 281.09 亿元，增长 3.9%；第二产业增加值
2255.25亿元，增长 9.3%；第三产业增加值 3585.30亿元，
增长4.4%。

2024年上半年福州市经济运行情况显示，农业生产
增长稳定。上半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500.42
亿元，增长 3.9%。分行业来看，种植业完成产值 102.06
亿元，增长 3.0%；林业完成产值 8.84亿元，增长 3.1%；畜
牧业完成产值 47.09 亿元，增长 3.0%；渔业完成产值
326.48亿元，增长 4.4%；农林牧渔服务业完成产值 15.95
亿元，增长4.0%。

工业生产持续发力。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9.7%，较去年同期、去年全年分别提升 8.4个、
6.4个百分点。35个大类行业中有 26个实现正增长，增
长面为74.3%。

固定资产投资稳健增长。上半年，全市（不含平潭）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5%。

消费市场稳中有进。上半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2623.4亿元，增长 5.9%。按限上消费形态分，
商品零售增长6.8%，餐饮收入增长10.8%。

财政收支保持稳定。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
收入701.79亿元，增长0.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74.90亿
元，增长 2.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94.56 亿元，增长
3.1%。

金融存贷款余额稳步增长。6月末，全市金融机构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24186.36亿元，增长 3.7%；本外币
各项贷款余额25192.30亿元，增长4.1%。

6月份，市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2%，构成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的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五涨三降”。
其中：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上涨 4.8%，医疗保健类上涨
2.6%，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上涨 1.1%，教育文化娱乐类上
涨0.8%，居住类上涨0.3%，衣着类下降0.3%，食品烟酒类
下降0.4%，交通通信类下降1.4%。

福建推进县域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支持长乐鼓楼晋安
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本报讯（记者 颜澜萍）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推进县域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提
出，我省支持各县（市、区）发展 1~2条重点产业链，产业
基础优势明显的发展 3~4条重点产业链，培育壮大新兴
产业重点产业链，支持长乐、集美、思明、鼓楼、丰泽、晋安
等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统筹产业布局方面，巩固提升支柱产业重点产业链，
合力打造以晋江、长乐、石狮、荔城、连江等县域为重点依
托的现代纺织服装产业链。改造升级传统、特色产业重
点产业链，支持南安、漳平、三元、闽清等县域做强建材产
业链。

我省鼓励县（市、区）围绕龙头企业开展产业链梳理，
实施产业项目精准招商，加快产业链垂直整合和跨领域
横向拓展；深化新一轮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支持中心城
区盘活低效和闲置工业用地，鼓励企业入园进区，有序推
进“工业上楼”。

我省将推进福州、厦门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
点城市建设，支持县（市、区）分行业、分领域培育发展一
批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推进智能化改造，建设一批智能
制造示范工厂、优秀场景，对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
厂、优秀场景的企业按规定给予奖励。

我省还将加强县域招商统筹，指导县（市、区）编制重
点产业链招商图谱，确定目标企业，开展精准招商；推进
山海协作双方共建产业园区，支持设立“产业飞地”“科创
飞地”等，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拓展“福品出山”

“技术资本流量进山”渠道。

我省印发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实施方案

到明年底，县城基本消除黑臭水体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日前，省住建厅等7部门联合

印发《福建省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和黑臭水体治
理攻坚战实施方案（2024—2025年）》，明确到2025年底，
全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稳定达到 70%以上、力争
达到75%。

《方案》明确，到 2025年底，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
体消除比例达到90%，县城基本消除黑臭水体，生活污水
集中收集率达 50%以上或在 2022年基础上提升至少 10
个百分点。

《方案》明确，建立和完善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
的市政污水管网动态更新机制，2024年至2025年全省排
查污水管网 2000公里以上，完成 400公里以上老旧管网
改造。在城区污水管网建设方面，近 3年未纳入征迁计
划的城中村、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要加快污水收集管网
建设，2025年底消除管网空白区。同时，加快实施污水
接驳管网、沿街店面生活污水接驳口建设，实现污水应收
尽收。有条件的城市推进城区生活污水厂管网互联互
通。2024年至 2025年全省新建改造污水管网 2000公里
以上，建成区生活污水直排口基本实现动态清零。

在城中村和老旧小区雨污分流改造方面，将雨污分
流改造作为老旧小区必改项之一，按照“能分则分、不能
分则截”的原则，分期分批实施城中村雨污分流。

根据《方案》，推进重点流域内市县污水厂提标改
造。到2025年底，福州、厦门、泉州等城市再生水利用率
达到25%以上或比2022年增加5个百分点。

【生动实践】

让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
有多难？在前几年，为了让孩
子上好学，很多家长狠心“以大
换小”，买一套学区房。

这几年，这样的情况发生
了变化。得益于集团化办学的
探索，家门口的好学校越来越
多。

家住连江北路的李红就是
集团化办学的受益者。“早些
年，我也为了孩子读书要不要
买学区房而纠结，现在好了，孩
子在家门口新建的学校就能上
好学。”

李红孩子就读的福州教育

学院附属第二小学晋安校区，
是晋安区首个市属小学分校
区。从 2021年建设以来，二附
小晋安校区就隶属于福州教育
学院附属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有了名校的“加持”，二附小晋
安校区在师资力量、校园管理
方面都有了“依靠”。

一校独大，强者恒强，优质
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会造成区
域教育发展不平衡。正是意识
到这一点，福州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改
革，目的就是让优质教育资源

“动”起来，让孩子们在家门口
上好学。

（下转2版）

让家门口的好学校“百花齐放”
——福州集团化办学改革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本报记者 林晗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改革亮点】

为完善基础教育优质
均衡推进机制，解决区域教
育“择校热”“大班额”等矛
盾难题，增进教育民生福
祉，福州市教育局探索办学
模式、育人方式、管理体制
等多方面综合改革，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基础教育集团
化办学。截至2023年底，我
市共成立 284 个教育集团，
覆盖 1475 所公办中小学幼
儿园，形成了共享、多元、特
色的办学新样态，有效推动
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 沐方婷
唐蔚嫱 朱榕 通讯员 许流钦
邵淑婉 吴新军 陈晶晶 陈巧清）
面对台风“格美”带来的不利影
响，我市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
清理城区主要道路环境卫生，恢
复因灾停电线路和用户的供电，
加速恢复公共交通运行，保障市
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和城市运行
秩序。

防台风防暴雨
应急响应下调

台风“格美”渐行渐远，26
日傍晚由福建移入江西，而后继
续北上，强度逐渐减弱，将于 27
日上午减弱为热带低压。昨日
10时，福州五城区结束“三停一
休”，18 时起将防台风应急响
应、防暴雨应急响应调整为Ⅲ
级。

据气象部门消息，27日全市
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8日全市
小到中雨，局部暴雨。

截至昨日 16 时，全市 11 座
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 18.69亿立
方米，占汛限蓄水量的 78%，较
常年同期偏少 15%，较去年同期
偏少 9%。根据市气象台降雨数
值预报，梅溪和大樟溪可能出现
接近或略超警戒的洪水。

城区主要道路
环卫基本恢复

昨日凌晨 3时，福州风雨渐
弱。在晋安区多条市政道路上，

一辆辆环卫冲洗车冲洗着残枝
树叶和大片淤泥。凌晨 4时，福
建东飞环境集团有限公司的环
卫工人出动，开展道路保洁。早
上8时，道路恢复整洁。

受台风“格美”带来的强降
雨影响，福州多处道路出现残
枝树叶、淤泥堆积等情况。昨
日凌晨，福州城管部门迅速展
开道路清淤工作，截至当日 8
时，城区主要道路环境卫生基
本恢复正常，再次彰显“福州速
度”。

如何保证台风影响减弱后
市容卫生快速“一键恢复”？市

城管委环卫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在保证人员安全作业的前提下，
利用凌晨人少和风势雨势减弱
的有利时机，各地环卫部门组织
突击队员 1500名、环卫车辆 400
多辆，对城区主要道路卫生进行
突击作业，同时围绕五城区环境
卫生恢复情况开展竞赛，争取以
最快速度恢复到台风前的环境
卫生精细化管理水平。

昨日傍晚，福州各大小区垃
圾屋正常开放。目前，福州恢复
后端垃圾运输，五城区转运站全
部安全有序运行，实现垃圾日产
日清。

上述负责人说，受台风影
响，全市45座分类屋（亭）轻微受
损，其中 8座已处理，预计 30日
前将全部修复。台风期间暂停
关闭的 279座公厕和 127座驿站
现已完成消杀，全部开放。

已经处置
倒伏断枝树木6337株

“我们天一亮就上岗了，因
为还有一些倒伏树木和倾斜树
木需要处置。”昨日一早，市园林
中心抢险人员继续处理受损树
木。

在仓山区先锋金山花园门

口，抢险人员使用油锯、柴刀等
工具快速切割倒伏树木，并迅速
分段清理。“我们已经紧急处理
了阻碍交通和对市民影响较大
的倒伏树木，这两天会继续处理
一些绿地中的倒伏树木和其他
受损树木，并完成后续修剪和清
运工作。”市绿化管理处养管科
科长唐晓锋说，一般来说，对于
倒伏树木会进行扶正加固；对于
被吹断的树木，锯掉后清走，消
除安全隐患。

截至昨日18时，福州累计出
动应急抢险人员4237人次，发现
倒伏树木2501株、倾斜树木1182
株、折断枝树木 3267株，现已处
置倒伏倾斜折断枝树木6337株，
修剪加固4470株。

因灾停电线路和用户
恢复供电

25日上午，强风将 110千伏
北铁线#4 电缆终端附近的树
木竹子吹倒。国网福州供电公
司运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
置。

据了解，防御台风“格美”期
间，福州供电部门统筹安排 209
支抢修队伍、2964名人员、51辆
发电车，严格按照“风停水退人
进复电”要求，全力以赴开展抢
修复电工作，保障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

截至 26 日 17 时，福州地区
因灾停电线路和停电用户均已
恢复供电。 （下转2版）

“格美”渐行渐远 部门保障给力

福州加速恢复正常运行秩序

福州城管部门组织人员冲洗道路。（市城管委供图）

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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