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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雪龙2”号电（记者 魏弘毅）根据
“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驾驶台广播，北京
时间7月24日16时34分，中国第13次北冰洋
科学考察队穿越北极圈，进入北极海域航行。

7 月 12 日，中国第 13 次北冰洋科学考察
队搭乘“雪龙2”号从上海出发，前往北冰洋执
行科学考察任务。过去12天里，“雪龙2”号经
东海、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等海域一
路北上，穿越白令海峡，顺利抵达北极圈。

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穿越北极圈是
历次北冰洋科考的重要节点。为记录这一时
刻，考察队将于25日举办穿越北极圈纪念活
动，内容包括悬挂穿越北极圈纪念横幅、组织
全船合影等。

王金辉介绍说，为进一步提升科考队员
作业熟练度和协同作业水平，考察队22日在
白令海公海海域进行了大洋科考作业演练。
针对演练出现的问题，考察队各组已及时提
出优化或整改措施，完善科考作业实施方案，
有力保障了大洋科考作业正式开展。

进入北极圈后，考察队将继续向着预定
作业地点航行。根据日程安排，“雪龙2”号预
计将于26日航行至楚科奇海盆，考察队将正
式开展大洋科考作业。

中国第13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
穿越北极圈

2023年7月22日，中国第13次
北冰洋科学考察队进行大洋科考作
业演练。

新华社记者 魏弘毅 摄

“以客户为中心”一直是徽商
银行洞山路支行坚持的服务理
念，以亲和、高效、专业的服务理
念为客户提供高质量服务是洞山
路支行全体员工的一种习惯、一
种态度、一种精神。

7 月 20 日下午，一位客户匆
忙地来到洞山路支行，并告知工
作人员其家人正在 ICU 等待抢
救，但是由于社保卡处于非激活
状态，无法进行所需医疗费的付
款。工作人员了解到事态的紧
急，立即向网点负责人进行了汇
报，支行随即抽调营业厅与大堂
工作人员携带设备前往医院进行
社保卡激活业务。

工作人员深刻理解客户急切
的心情，时间就是生命！他们马
不停蹄地赶往医院，丝毫不敢耽
搁，到达医院后便立即为客户办
理了社保卡激活业务，为客户及
时接受抢救提供了保障。客户对
该行提供的上门服务业务表达了
高度赞扬，并表示“徽商银行真是
咱们老百姓的贴心银行”。

徽商银行始终坚持“服务广
大市民”的市场定位，时刻做到

“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
坚持把客户的需求放在首位，积
极维护客户权益，在践行为客户
服务的路上发挥自身的光和热。

本报通讯员

“客户的需要

就是使命”——

温情在徽行
今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

布局规划》，提出“构建以数字孪生流域为核心的智慧水利
体系”。如今，随着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数字孪生流域建设
正在防洪预警、供水调度、污染防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智慧测报，防洪预警更及时
微风拂面，绿水悠悠。潘期花家住江西省婺源县蚺城

街道文博社区，家中小院正对着穿城而过的乐安河主干
流。刚下过几场雨，河里的水涨了，看上去碧波白浪，潘期
花不时也去沿河步道遛弯散心。

往年，潘期花可没有这心思，每每涨水，正是叫人发愁
的时候。“2017年，婺源发洪水，我家离河近，由于涨水快、
疏散时间紧，家里的东西都来不及收拾，损失不小。”潘期
花回忆。

“受自然地理条件影响，婺源暴雨强度大、山洪来势
猛。”婺源县水利局防办主任邱汉欣介绍，婺源过去十几年
不断加强雨量站、水文站、水位站等建设，为实时测报雨
情、地表径流情况提供数据支撑，但洪水等相关预测仍需
协调各部门数据，利用人工展开具体测算，“可以说是数据
上报自动化，但预测预警并未智慧化。”

2017年，在水利部的支持下，江西省水利厅先后投入
2000多万元用于乐安河数字孪生流域建设。2020年4月1
日，婺源智慧水文业务服务平台开始试运行。

在婺源县水利局防汛抗旱指挥部，登录婺源智慧水文
业务服务平台，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该系统集纳了综合信息
服务、三维虚拟演示、洪水预报预警等功能。“从降水到洪
水，其实是个复杂的过程。”邱汉欣介绍，相比以往用单一
指标判断或者人力测算，该智慧系统作为监测要素齐全的
空天地一体化数据感知体系，可将雨量、地表径流量、蒸发
量、水位等要素汇聚在同一模型内，通过科学计算得出洪
水可能发生的情况，提高运算效率和预报准确性。

邱汉欣指着三维虚拟演示界面上的蓝色区域说：“根
据运算结果生成的蓝色区域，预报了在一定参数范围内洪
水可能淹没的范围，可做到快速、精准测报。”

数字模拟，污染防治更高效
“坪山河新和河道上游氨氮浓度每升达8.1毫克，请组

织排查。”5月12日，一条水质异常事件工单被提交到广东

省深圳市水务局的工单管理系统，系统自动分派给深圳市
坪山区水务局。随即，巡查人员展开实地溯源。

“坪山区一家公司圈养家禽，将产生的污水抽排至雨
水管道并流入新和河道，导致水质异常。”已办结的工单中
详细记录着处置过程。在排污行为被叫停后，河道水质恢
复了正常。

在深圳，借助数字孪生流域技术，这种“人在线、物在
线、事在线”的水务设施运行管理模式已见雏形。全市

“河、库、厂、网、站、线”六大类约5300个重点水务对象的
基础数据按照统一标准归集，再加上水情、雨情、工情等约
6000个测站的实时监测数据，以及自然资源与空间地理数
据，汇聚成“水务数字底座”，以“水务一张图”的方式呈现，
为水务应用场景数字化奠定了基础。

“相当于为深圳河湾流域创造了一个数字‘双胞胎’。”
深圳市水务局信息办负责人王晓辉介绍，目前已搭建出水
环境达标、水旱灾害防御等多项数字化应用场景，实现智
慧化模拟、精准化决策。

在水环境达标应用场景中，全市河流水质实时情况和
45座水质净化厂的实时信息，以及420个河流断面检测数
据一目了然。若遇到水质异常事件，则立即生成工单，派
发相关单位处理。

对已发水污染事件的处置，仍属事后监管。眼下，深
圳市水务局正在依托数字孪生流域技术以及海量的水务
数据，探索提升水污染预防能力。

“短时强降雨可能导致排水系统雨水量骤增，挤占污
水通道，污水溢流进入河道影响水质。为此，我们利用知
识图谱技术，建立数字孪生深圳河湾流域布吉河知识平
台，分析不同降雨情势下各类溢流污染成因、对河道水质
的影响，为水污染事件的预防和溯源提供决策辅助。”深圳
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吉海介绍。

作为探索，深圳市水务局对布吉河道2019年到2021
年间的100多场降雨及断面水质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分析，
形成了包含96项典型模式的历史场景模式库。“我们希望
数字化的深圳河湾流域无限接近真实，更高效地助力污染
防治。”王晓辉说。

来源：人民日报

治水用水护水有了“智慧大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