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会落幕 未来起航
———记杭州亚运会那些被关注的“记忆点”

新华社记者 魏一骏 吴帅帅 林光耀

10 月 8 日，历时 16 天的杭州亚
运会闭幕。 盛会至此落幕，未来由今
起航，本届亚运会期间，一个个文化
交流交融的场景拉近心与心的距

离， 一项项低碳简约的举措引领绿
色新风尚，一场场热门赛事、一处处
开放场馆释放惠民红利。 这场 “人
文、绿色、智能、简约、惠民”的盛会
兑现了中国赛前的庄严承诺， 在体
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文精神与体育盛会交相辉映

这是一场亚洲体育健儿齐聚的

盛会———16 天时间里，45 个亚奥理
事会成员、超过 1.2 万名运动员齐聚
浙江杭州， 用汗水和拼搏生动诠释
体育的魅力。 竞技之外，这也是一个
亚洲各地不同文化间交流互鉴的平

台， 亚运会让亚洲大家庭更好地凝
聚在一起。

“这实在太棒了！ ”亚运赛事适
逢中国传统中秋佳节， 在湖州德清
体育中心体育馆训练的哈萨克斯坦

女排队员收到场馆送上的手工竹扇

礼物，惊喜万分。
“竹扇代表我们对运动员的美

好祝福， 希望这些带着 ‘中国式浪
漫’的小礼品，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中
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为这段难忘时
光留下纪念， 就像杭州亚运会主题
歌唱得那样，同爱同在同分享。 ”湖
州德清体育中心体育馆运行团队新

闻宣传主任裘超奇说。
“换徽章吗？ ”一枚小小的徽章

承载着各类文化元素， 而互换徽章
成为本届亚运会陌生人之间探讨体

育精神、传播各地文化、存续美好友
谊的独特方式。

赛场上，除了精彩的赛事本身，
超脱竞赛结果的体育精神， 也带给
人们持久的感动。 48 岁的乌兹别克
斯坦体操传奇丘索维金娜再次站上

赛场，腾跃落地向观众致意；张雨霏
与罹患白血病后勇敢复出的池江璃

花子在泳池惺惺相惜； 日本乒乓球
运动员张本智和在观众鼓励下 ，带
伤坚持完赛； 越南游泳运动员武氏
美仙在参赛选手和观众们 “陪伴 ”
下，游完最后 100 米……这一刻，响
起的热烈掌声不止为胜利者， 更是
为相聚相知、心心相融的动人故事。

绿色智能引领大型赛事新风尚

在亚运会主体育场、 开闭幕式
和田径比赛举办地———杭州奥体中

心体育场“大莲花”，437 台环境感知
硬件设备实时监测温湿度、光照度、
人群密度等信息， 助力场馆内各区
域能耗动态管理。

“针对不同场景需求，我们量身
定制了‘运动’‘舒适’‘节能’三种能
效管理模式， 实现用能环境信息全
感知、用能优化策略全智能。 ”场馆
“零碳工程师”史途嘉说。 通过新技
术的运用，9 月 23 日至 10 月 7 日场
馆用电量 78 万千瓦时左右 ， 节约
10.11万千瓦时，减碳约 58吨。

这是杭州亚运会践行“绿色”办
赛理念的缩影。 全部竞赛场馆常规
用电实现绿电全覆盖、 主火炬使用
“零碳燃料” 甲醇、2000 多辆官方服
务新能源车提供绿色出行选择 、亚
运村“低碳账户”吸引运动员广泛参
与减碳活动……“绿色”成为杭州亚
运会的鲜明标识。

新加坡代表团团长许坤德表

示，在杭州亚运村的生活让人耳目
一新， 很多线上智能化的应用 ，让
村内生活更便捷，连绿色减碳也可
以以线上方式进行 ， 既有意义 ，又
很轻松。

开幕式上，“数字火炬手” 惊艳
世界，开启“智能亚运”大幕。 本届亚
运会中， 一项项新技术与体育赛事
深度融合， 让体育的盛会因智能而
更加美好， 时代的新意在其中淋漓
展现。

发布首个大型国际综合体育赛

事元宇宙平台、 首创电子身份注册
卡、 首次在国际赛事使用机器狗运
输器材……杭州亚运会使用近 20
项首推、首创、首用的应用和科技 ，
用数字世界打破时空界限， 让更多
人参与到亚运盛会中。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亚运会

期间表示：“杭州亚运会将树立新标
杆， 我们将看到充分利用中国和杭
州数字专业技术的赛事组织。 ”

赛事广泛参与 场馆惠及民众

本届亚运会赛事期间恰逢中秋

国庆假期，观众观赛热情高涨。 据杭
州亚运会主新闻发言人许德清介

绍 ，截至 10 月 7 日上午 ，亚运会售
出超过 305 万张门票， 总进场率超
过 92%。

一场全民热切期待、 热情参与
的盛会落幕后，又留下了什么？ 在杭
州亚运会主新闻发言人毛根洪看

来，“简约” 是亚运筹办过程中的指
导思想和总体要求，而“惠民”则是
工作目标和效果体现。

杭州亚运会从成功申办到成功

举办历时 8 年， 一组数据直观反映

亚运惠民的成果———杭州经常性参

加体育锻炼人群总人数突破 500
万，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从亚运会筹
办之初的 1.8 平方米提升到去年底
的 2.74平方米。

事实上， 不少亚运场馆在亚运
会前已提前面向大众开放， 预约人
数总计超过 1000 万人次 。 亚运会
后，如何做好赛后场馆利用，多地也
正积极进行探索。

10 月 4 日， 杭州市政府与国际
皮划艇联合会、世界羽毛球联合会、
国际曲棍球联合会签署合作备忘

录。 杭州市市长姚高员表示，杭州将
积极引进和承办重大体育赛事 ，重
点突破高水平顶级赛事， 大力培育
自主品牌赛事， 全面放大亚运综合
效应，加快打造国际“赛”“会”之城。

亚运会攀岩比赛场馆是绍兴

柯桥羊山攀岩中心，场馆镂空部分
占到整个场馆 55%，通过开放式简
约设计，将运动元素和周边自然山
水巧妙结合起来。 羊山攀岩中心总
设计师黄会明说，赛后这里不仅是
国际赛场，也是青少年攀岩研学基
地 ， 还可作为举办时尚产品发布
会 、音乐会 、演唱会等活动的多功
能场地。

金华市承办了亚运会藤球和部

分足球赛事， 金华市亚运赛事分指
挥部执行指挥长庄凌飞说， 亚运之
后， 包括金华体育中心场馆群在内
的体育设施都坚持惠民定价、 惠民
开放， 所有的室外运动项目每日免
费开放 14 小时，每周开放时间超 90
小时。 同时，法定节假日所有场馆免
费开放，争取年接待健身市民超 260
万人次。

（新华社杭州 10月 9日电）

北京商品房销售拟实行明码标价“一套一标”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记者 阳娜）为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销
售明码标价行为， 北京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近日发布的 《北京市商品房
销售明码标价规定实施细则》（征求
意见稿）明确，对已取得预售许可证
或者已完成现房销售备案的房地产

开发项目， 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规定的时间内一

次性公开全部销售房源， 严格按照
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

根据实施细则，商品房经营者同
时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销售商品
房的，应当依法分别明码标价。 商品
房经营者通过网络等方式销售商品

房的，应当通过网络页面，以文字、图
像等方式进行明码标价。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等交易场
所提供者应当依法配合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对平台内（场所内）商品房经营
者开展价格监督管理工作， 发现其有
违反明码标价规定行为的，应当依法
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
和服务等必要处置措施，保存有关信

息记录，依法承担相应义务和责任。
哪些信息应当明确标示？实施细

则显示，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明确标
示与价格密切相关的信息，包括开发
企业名称、土地性质、土地使用起止
年限 、楼盘名称 、坐落位置 、房屋性
质、容积率、绿化率、车位配比率；已
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批准文号、批
准日期；楼盘的建筑结构、装修状况
以及水、电、燃气、供暖、通讯等基础
设施配套情况；当期销售的房源情况
以及每套商品房的销售状态；每个在
售车位的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和
销售总价等。

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明确标示的

与价格密切相关信息包括房源具体

区域位置、结构、户型、建筑面积或套
内建筑面积、销售单价及总价；前期
物业服务企业名称、服务项目、服务
内容、服务标准、价格或者计价方法、
计费起始时间；依法销售配套停车位
的，应标明停车位的建筑面积、套内
建筑面积和销售总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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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多措并举促进儿童心理健康
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记者

顾天成 董瑞丰）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
政司副司长李大川 9 日表示， 按照
《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
作方案》，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中央
政法委等部门在全国开展试点工作，
截至目前， 试点地区 96%的村和社
区 ，100%的高校和约 95%的中小学
都已设立心理辅导室或社会工作室。

10 月 10 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
心理健康是儿童青少年健康的重要

组成部分， 是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
切。国家卫生健康委 9 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我国促进儿童心理健康有
关情况。

李大川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
年来， 我国持续加强精神专科医院、

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科建设，不断提高
精神科医生诊疗水平。 同时，从 2021
年起，在重大公共卫生项目中设置儿
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试点项目，组
织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的

社会动员、科普宣传、筛查评估等试
点工作，积累经验并不断推广。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副司长、 一级巡视员刘培俊表示，今
年 4 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7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 《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

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明确各
级政府部门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

的职责，强调多部门联合、医教体融
合、家校社协同，共同促进学生心理
健康。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记者 郁琼源）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
已经圆满闭幕。 记者 9 日从中国三
峡集团获悉，杭州亚运会期间，长江
六座梯级电站累计发电量达 160 亿
千瓦时，全力保障亚运会电力供应。

本届亚运会恰逢中秋国庆假

期， 对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提出了更
高要求。 作为浙江省外来电主力军
之一， 三峡集团所属长江电力精益
管理运行长江干流六座梯级电站 ，
持续跟踪水雨情预测预报， 科学编
制调度方案，加强机组运行管理、大

坝安全监测、设备状态监控，及时调
整梯级水库蓄水计划和电站岁修计

划，确保六座梯级电站 110 台机组全
部处于运行或备用状态。

据长江电力相关负责人介绍，亚
运会期间，六座梯级电站累计发电量
达 160 亿千瓦时， 同比增加 77%，相
当于节约标准煤超 480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超 1300万吨， 为受电区域供
应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 同时，六座
梯级水库蓄水工作整体平稳有序，为
枯水期长江中下游人民群众今冬明

春用水、用电需求做好充分准备。

亚运会期间长江六座梯级电站
累计发电量达 160 亿千瓦时

河北晋州：小山楂映红丰收路
10月 9日，河北省晋州市马于镇西贾庄村的农民在果园采摘山楂。
金秋时节，河北省晋州市的 1.2万亩山楂进入成熟期，当地果农抢抓农时

适时采收，供应市场。 近年来，晋州市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发展山楂产业，并推
动标准化管理、规模化种植，山楂产业已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金秋时节农事忙
10月 9日，在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农民将收获的玉米装车。
金秋时节，各地农民抢抓农时，有序开展秋收、秋种、秋管等农事活动，田

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武纪全 摄（新华社发）

精打细算用好水 从严从细管好水
———黄河水资源利用观察
新华社记者 杨琳 邹欣媛 韩方方

金秋时节， 黄河两岸秋实
禾茂， 母亲河用有限的水资源
滋养着沿河九省区， 又一次给
予了两岸丰厚馈赠。

“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
严从细管好水资源。 ”近年来，
沿黄各省区坚持把水资源作为

最大的刚性约束， 落实以水定
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
定产。 流域内加快形成绿色生
产生活方式， 坚决遏制不合理
用水需求， 提高水资源配置效
率，为破解“用水之困”提供有
效方案。

用好水： 精打细算用足
“绣花功夫”

9 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
兰县 “稻渔空间 ”乡村生态观
光园里，大片成熟的水稻颗粒
饱满，随风摇曳。 这里是当地
农业节水示范园。 “园区运用
稻渔立体生态循环模式，稻田
退水养鱼蟹 ， 鱼蟹粪便作肥
料，每年节水 35%左右，年产值
近亿元。 ” 园区负责人赵凯自
豪地说。

这是宁夏近年来发展节水型高

效农业的一个缩影。 农业是黄河上
的用水大户 ， 占黄河总用水量的
90%。 2020 年以来，宁夏降低农业用
水总量，支持农业向高附加值方向
转型。 如今，节水农业成为当地农
业增产、 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 ，当
地群众的用水观念也发生了较大

变化，从过去“水从门前过，不用也
有错 ”，到如今用足 “绣花功夫 ”精
打细算，要让每一滴黄河水都变成
“金豆子”。

今年 8 月 10 日，黄河流域水权
交易平台正式上线试运行， 水资源
变身“水商品”，水权转让不断为沿
黄地区发展注入“水动力”。

让每一滴水迸发出更大潜能 ，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中型

灌区数字孪生平台也在大显身手。
目前， 豫鲁部分引黄灌区已实现全
数字化监测旱情、墒情，用算法提高
测量水精度和输配水效率， 推进节

约、高效用水。

管好水：从严从细算好水量“精
细账”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以来，“四水
四定”为流域用水划定红线。 沿黄各
省区算清“精细账”过好“紧日子”，
让每方水都能派上大用场。

“斑嘴鸭 、 绿头鸭 ， 远处是鸿
雁……”在黄河河口三角洲湿地 ，
保护区讲解员韩笑如数家珍 。 很
难想象这里曾因黄河来水不足导

致湿地萎缩 、盐碱化加重 、生态功
能严重退化 。 河口三角洲生态复
苏的背后 ，是一笔 “铁算盘 ”打出
的 “精细账 ”。

每年调水调沙期间， 黄河会向河
口三角洲定量“输血”。2019年以来，黄
河累计向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补水

8.68亿立方米，湿地面积逐年增加。
“黄河干流水量调度方案精确

到以月度为单位， 沿黄九省区的水

量分配数量是根据不同时期的生

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精打细算得出
来的。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资源管理
局水调处副处长周康军说。

黄河是资源性缺水河流。 黄河
流域以全国 2%的水资源 ， 承担了
全国 12%的人口 、17%的耕地 、50
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1972 年
至 1999 年 ， 由于流域来水减少而
用水增多，黄河有 22 年出现断流 。
通过实施一系列治理措施，流域用
水增长过快局面得到有效控制，入
渤海水量年均增加约 10%，特别是
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 “一盘棋 ”
后，黄河已实现连续 24 年不断流。

截至目前， 流域各省区共有 13
个地表水超载地市、62 个地下水超
载县暂停新增取水许可，448 个县级
行政区达到节水型社会标准。

护好水： 源头治理与支流保护
多管齐下

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黄河流

域优良水质比例年均上升超

5%，2022 年， 黄河干流首次
实现全线Ⅱ类水质。 黄河干
流水质的稳定改善， 与作为
“毛细血管”的支流治理密不
可分。

2022 年，因黄河河南段
入鲁水质持续保持在Ⅱ类
标准以上，主要污染物指标
稳中向好，山东向河南兑现
生态补偿金 1.26 亿元。 河南
境内的黄河水质治理难度

较大 ，支流多 、流经工业城
市范围广 。 以支流蟒河为
例，它流经济源、焦作多地，
一直是河南段水质垫底的

“老大难”。 经过上下游协同
治理，蟒河出境断面南官庄
水质稳定达到Ⅳ类，部分水
质达到Ⅲ类。 正是蟒河等支
流的治理为此次干流水质

提升赢得了胜算。
“把源头治理好 ， 筑牢

‘中华水塔 ’， 是确保一江
清水向东流的必要条件。 ”
生态环境部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监督管理局局长范治

晖说。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

地处黄河源头，曾因生态环境恶化，
1996年， 连接扎陵湖与鄂陵湖之间
的河段首次出现断流。 近年来，当地
投资超 11 亿元用于生态修复、基础
设施建设， 越来越多的牧民有了绿
色发展理念，主动围栏封育草场。 目
前， 黄河源头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
升，湖泊数量由原来的 4077 个增加
到 5849 个，湿地面积增加 104 平方
公里。

目前， 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从理念到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改

变， 黄河流域节水控水行动持续深
化， 沿岸各省区相关部门正着力提
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计划
到 2025 年，黄河流域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比 2020 年下降 16%、农田
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 0.58， 以支
撑流域高质量发展。 ”黄河水利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说。

（新华社郑州 10月 9日电）

�������这是 10月 8日拍摄的河南济源黄河三峡景色（无人机照片）。
时值秋日，位于小浪底水利枢纽上游的河南济源黄河三峡景区，奇峰峻秀，碧波荡漾，构成

一幅秀美壮丽的山水画卷。 新华社记者 郝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