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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宁德市委宣传部牵头，94家市直
单位联合组织的 2023年宁德市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在宁德市柘荣县城郊
乡靴岭尾村举行，共筹集项目、物资、资金 329
万元，还有16支志愿服务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
农技咨询、法制宣传、爱心义诊、义务理发、题
赠春联等便民、惠民服务，把节日的温暖和党
委政府的问候送到群众家门口。（吴敏婕 摄）

宁德柘荣：卯兔迎春生福气，文化惠民“三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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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聚焦·土耳其地震

相关链接〉〉〉

22 月月 66 日日 ，，在 土 耳 其 阿 达在 土 耳 其 阿 达
纳纳，，救援人员进行搜救工作救援人员进行搜救工作。。

2月 6日，人们在叙利亚哈马省一处倒塌的建筑上进行救援。

土耳其南部强震土耳其南部强震
已致逾已致逾19001900人丧生人丧生

本专栏图文均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记者 6 日
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我国将开
展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鼓励各
地增加可进入、可体验的活动场地，完
善配套服务设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搭建帐篷、运动健身、休闲游憩等亲近
自然的户外活动需求。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的通
知要求，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
绿化）主管部门要组织本地区有关城
市开展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工作，
试点时间为 1 年。其中，南方地区要应
试尽试，逐步扩大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区域。其他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试点城市，合理确定开放共享区域。各

地要以点带面，不断推动公园绿地开
放共享。

各试点城市要梳理公园绿地中的
空闲地、可供游憩活动的草坪区和林
下空间等，及其周边服务设施配置情
况，建立可供开放共享的绿地台账，科
学编制试点实施方案，积极开展相关
探索，因地制宜拓展公园绿地开放共
享新空间。

通知强调，开放用于游憩活动的
草 坪 区 域 要 根 据 植 物 生 长 周 期 和 特
性，推广地块轮换养护管理等制度，避
免植被被过度踩踏影响正常生长。鼓
励各地拓展开放共享的绿地类型，增
加绿色活动空间。

我国将开展
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

据新华社深圳/香港2月6日电 6
日零时起，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全面恢
复。当天，深圳皇岗、罗湖、莲塘等口岸
陆续全面“开闸”，内地与香港间陆路口
岸全面恢复通行。

“这将为受疫情影响的港澳经济加
快复苏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注入强大
动能。”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郭万达说。

“深港同心，口岸同行”“深港双城
一家亲”……在莲塘口岸，欢迎标语鲜
艳 醒 目 ，提 前 准 备 的 鲜 花 、贴 心 防 疫
包，给通关旅客营造出家的温暖。莲塘
口岸是深港第七个，也是最新落成的
陆路口岸，当天是该口岸首次启用旅
检功能。

在莲塘口岸二楼入境大厅，背着
相 机 的 香 港 旅 客 蔡 先 生 通 过 边 检 通
道，成为首个经莲塘口岸入境的旅客。

“通关非常方便，几分钟就完成了。”蔡
先生说。

深港陆路口岸 6 日起不再实施出
入境预约机制。家住大埔墟的香港市民
徐先生说，自己有很多朋友在内地，疫

情之前基本上一周往返一次，现在就方
便多了。“这次带了很多礼物回去，和亲
友分享这份喜悦。”

因疫情防控需要，粤港多个陆路口
岸 2020 年 2 月起暂停服务。今年 1 月 8
日，深港口岸分阶段有序恢复内地与香
港人员正常往来。2 月以来，每日有超
过 8 万人次通过海陆空各大口岸入境
香港。

在 6 日举行的深港陆路口岸全面
恢复通关暨莲塘/香园围口岸旅检启用
仪式上，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
强表示，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对全面通
关期盼已久，相关部门与深圳各口岸部
门连日来不分昼夜、上下一心为落实全
面通关做好准备。

内 地 居 民 与 香 港 、澳 门 团 队 旅
游 经 营 活 动 当 日 也 正 式 恢 复 。在 罗
湖 口 岸 抵 港 大 堂 ，香 港 旅 游 发 展 局
工 作 人 员 手 持“Hello，Hong Kong”
的 标 语 牌 ，迎 来 一 批 批 抵 港 旅 客 ，并
向 他 们 派 发 印 有“ 你 好 ，香 港 ”的 红
色礼袋。当天还有 6 个内地旅行团到
访澳门。

口岸全开
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全面恢复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记者 6 日
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
应约与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举行
视频会谈。王文涛表示，中方愿与澳方
重启经贸交流机制；拓展在气变、新能
源等新兴领域的合作空间，推动两国经
贸关系高质量发展。

双方就落实两国领导人印尼巴厘
岛会晤重要共识，妥善处理彼此重点经
贸关切，规划发展中澳经贸下阶段关系
等进行了专业、务实、坦诚的交流。王文
涛指出，中澳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
双方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双边经贸合作
互利共赢。当前两国经贸关系正面临重
要窗口期，双方应共同努力，为经贸合
作注入更多的积极因素。此次会谈是双
方共同推动中澳经贸关系重回正轨的
重要一步。

王文涛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
越开越大。一个不断发展、持续开放的
中国，将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
国带来更多机遇。双方下阶段应按照两

国领导人会晤指明的方向，相向而行，
加强经贸领域沟通协调，就各自关心的
问题寻找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中方高
度关注澳加严对中国企业赴澳投资经
营的安全审查，希望澳方妥善处理相关
个案，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开放、非歧
视的营商环境。王文涛邀请法瑞尔在合
适的时间访华。

法瑞尔表示，澳中经济高度互补，
中国是澳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重要
的投资来源国，贸易和投资是双边关
系的重要基石。澳方欢迎包括来自中
国在内各国的高质量投资，并期待与
中方进一步拓展气变、再生能源等领
域合作。澳中两国均支持以规则为基
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澳方愿与中方一
道 ，通 过 坦 诚 对 话 增 进 互 信 、化 解 分
歧，造福两国人民。法瑞尔期待在不久
的将来访华。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并责成工
作团队就双方各自关注议题以及双边
经贸交流机制安排进行具体讨论。

商务部：
中方愿与澳方重启经贸交流机制

新华社北京2月 6日电 中 国 气
象局 6 日发布的《2022 年中国气候公
报》显 示 ，2022 年 我 国 气 候 状 况 总 体
偏 差 ，暖 干 气 候 特 征 明 显 ，旱 涝 灾 害
突出。

据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
绍，2022 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0.62 摄氏度，为 1951 年以来历史次高，
春夏秋三季气温均为历史同期最高。全
年除吉林、广西、海南 3 省（区）气温较
常年偏低外，其余省（区、市）气温均偏
高 ，甘 肃 、湖 北 、四 川 和 新 疆 气 温 为
1961年以来历史最高。

公报显示，2022 年全国极端高温
事件站次比为 1.51，较常年偏多 1.39，
为 1961 年以来历史最多。年内，全国共

有 901 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
极端事件监测标准。

从降水看，2022 年全国平均降水
量 606.1 毫米，较常年偏少 5%，为 2012
年以来最少。全国平均降水日数为 94.3
天，较常年偏少 7.4 天，为 1961 年以来
最少。降水阶段性变化明显，冬春季降
水偏多，夏秋季偏少，夏季平均降水量
为 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少。

公报还显示，2022 年我国旱情总
体偏重，区域性和阶段性干旱明显。华
东、华中等地出现阶段性春夏连旱，南
方遭遇严重夏秋连旱，影响范围广，持
续时间长。此外，年内暴雨过程频繁，华
南、东北雨涝灾害重，珠江流域和松辽
流域出现汛情。

2022年我国暖干气候特征明显

出境游咨询量和订单量暴增、多个
省份包机出海抢单、企业外出洽谈业务
积极性高涨、多个外企投资项目已经提
上日程或者开始动工……种种迹象显
示，中国经济的活力正在加速释放，前
景光明的中国经济正成为全球经济发
展的“定海神针”。

在过去三年，中国始终强调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努力用最小的
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
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过去三
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4.5%，增速远高
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1.8%，也高于美国、
欧元区和日本的1.6%、0.7%和-0.3%。

去年底到今年初，随着疫情防控措

施不断优化，促进人员、资本、技术等多
种生产要素流动的因素不断叠加。工厂
机器轰鸣，服务业的人气在迅速回升，
消费也在加速反弹。最新数据显示，1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为 50.1%，比上月上升 3.1 个百分点。这
是连续 3 个月收缩后，制造业 PMI重返
扩张区间，表明中国经济景气水平明显
回升。

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且长
期向好，这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也是
面对各种艰难险阻、重大挑战的底气。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
性。随着各项政策的持续发力，中国经
济稳步回升，潜能持续释放，将为世界

经济注入信心和力量。
近期，多个国际机构纷纷调高中

国经济增长预期，关于中国经济增长
的讨论不断增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 4.4%大幅
上调至 5.2%。摩根士丹利近期把 2023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 0.3 个百分
点至 5.7%。高盛集团认为中国当下市
场回升不仅是消费和服务贸易恢复，
更是“跨越许多产业、基础更加广泛的
增长恢复”。

国际舆论看好中国经济巨大潜力
和重大贡献。欧洲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东
方汇理认为，中国今年为国际企业提供
了“最大的确定性”，强劲的增长和反弹

是最大的确定性，唯一的“不确定性”是
增长的程度和速度。IMF 首席经济学家
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认为，中国
2023 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远
超美国和欧盟。也有外国商界人士认
为，中国经济将为世界带来惊喜。

在 世 界 经 济 论 坛 2023 年 年 会 期
间，与会人士普遍认为，中国优化调整
疫情防控政策将显著降低全球经济衰
退的可能性。国际社会和投资者对中
国市场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对中国经
济发展充满信心,不断回暖的中国经
济也必将为全球经济平稳发展带来更
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中国释放经济潜能为世界注入信心

土 耳 其 与 叙 利 亚 当 地 时 间 6
日傍晚发布的官方消息显示，当天
凌 晨 发 生 在 土 耳 其 南 部 靠 近 叙 边
境 地 区 的 强 烈 地 震 已 致 两 国 超 过
1900 人 死 亡 、逾 万 人 受 伤 。救 援 工
作 正 紧 张 开 展 ，但 受 到 当 地 恶 劣
天气影响。

中国驻土耳其、叙利亚大使馆确
认，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据土耳其灾难和应急管理署消
息 ，卡 赫 拉 曼 马 拉 什 省 当 地 时 间 6
日凌晨 4 时 17 分（北京时间 9 时 17
分）发生 7.7 级地震，周边多个省份
震感强烈。当地电视台画面显示，地
震发生后，许多居民穿着睡衣和 T
恤从家中跑出，聚集在冰雪覆盖的
街道。

土耳其副总统福阿德·奥克塔伊

6 日傍晚说，地震在该国已造成至少
1541 人死亡、9733 人受伤，3471 幢建
筑被毁。他此前在记者会上说，当地
至少发生 78次余震。

土灾难和应急管理署已将应急
响应等级提升至最高级第四级。土政
府、军方以及民间搜救力量正紧急前
往灾区展开救援。灾难和应急管理署
说，目前现场参与搜救人员已达近万
人，救援车辆 216 辆。土军方紧急调
集大型军用运输机 18 架, 其中 6 架
已飞抵灾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救援人
员已从废墟中至少救出 2470人。

当地媒体报道，卡赫拉曼马拉什
省的帕扎尔哲克、埃尔比斯坦和蒂尔
克奥卢三地受灾最为严重。目前，土
耳其灾区正在下大雪，傍晚时分的气

温降至零下 10 摄氏度左右，严重影
响救援行动。

叙利亚卫生部最新消息显示，地
震已致叙境内 403 人死亡、1284 人受
伤。伤亡人员主要集中在阿勒颇省、
拉塔基亚省、哈马省、塔尔图斯省等
叙中北部省份，伤亡数字可能会进一
步增加。

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叙总统巴
沙尔已召开内阁紧急会议，评估地震
影响并研究制定紧急救援方案。由叙
总理侯赛因·阿尔努斯和政府各部门
官员参与的“中央行动室”已经成立，
全天候协调领导救灾工作。

现场视频显示，阿勒颇省、哈马
省多地房屋严重垮塌。受灾地区民众
和救援队伍正在废墟上持续开展救
援，不时有伤亡者被运出。

叙文物和博物馆总局收到的初
步报告显示，一些省份考古遗址在地
震中受损。

中 国 国 家 国 际 发 展 合 作 署 新
闻发言人徐伟 6 日表示，中方对土
耳 其 地 震 造 成 土 耳 其 、叙 利 亚 人
员 伤 亡 和 财 产 损 失 表 示 慰 问 和 关
切 ，正 与 两 国 相 关 部 门 保 持 沟 通 ，
愿 根 据 灾 民 需 要 提 供 紧 急 人 道 主
义援助。

俄罗斯、伊朗、黎巴嫩、约旦和一
些欧盟国家也表示将为灾区提供援
助。俄紧急情况部说，两架载有救援
人员的伊尔-76 运输机已准备飞往
土耳其参加救灾。欧盟应急响应协调
中心正在协调欧洲的救援部署。来自
荷兰和罗马尼亚的援救团队已启程
奔赴灾区。

土耳其位于亚欧板块、印度洋板块和非洲板块三大板
块交界处，大约 42%的国土处于活跃地震带上，地质结构不
稳，地震多发。以下是近年来土耳其遭遇强震一览：

——2020 年 10 月 30 日，土耳其西部附近爱琴海海域
发生 6.6级地震，震源深度约为 16.5公里。西部伊兹密尔省
震感强烈，地震造成116人死亡、994人受伤。

——2020年 1月 24日，土灾害和应急管理部门报告东
部埃拉泽省发生6.8级地震，至少20人死亡、1000余人受伤。

——2019 年 9 月 26 日，土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发生
5.8 级地震，共造成 34 人受伤、全市 474 座建筑物受损，部
分学校停课。

——2017年 2月 6日至8日，土西北部恰纳卡莱省共发
生 497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第一轮地震发生在
6 日早晨，最大震级为 5.3 级，造成 8 人轻伤。余震造成约
300座房屋受损，当地居民被迫迁入帐篷。

——2011 年 11 月 9 日，土东部凡省发生 5.6 级地震，
截至 13日造成 40人死亡、30人受伤，25座建筑物遭到不同
程度破坏。

——2011 年 10 月 23 日，凡省发生 7.2 级地震，造成
600余人死亡、4000余人受伤，约 6000座建筑物遭不同程度
破坏。

——2010 年 3 月 8 日，土东部埃拉泽省发生 6.0 级地
震，造成 41 人死亡，位于震中的卡拉考昌县附近 6个村庄
死亡人数最多。

——2003 年 5 月 1 日，土东部宾格尔省发生 6.4 级地
震，造成176人死亡、600多人受伤，近1200座建筑物受损。

——1999年 8月 17日，土中部和西部地区发生 7.4级
地震。11月 12日晚，土西部又发生 7.2级强烈地震。两次大
地震造成 1.8万人丧生，4.3万人伤残，60万人无家可归，经
济损失达 200亿美元。土耳其 20世纪共发生 9次震级为 7级
或7级以上的地震。

土耳其近年遭遇强震一览

2月 6日，人们聚集在土耳其马拉蒂亚一处倒塌的建筑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