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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 魏
冠宇 朱高祥）6 日是清明节假期最后
一天，祭扫人数较前一日继续回落。记
者从民政部清明节祭扫工作办公室获
悉，6 日全国有 6.55 万家殡葬服务机构
提供现场祭扫服务，共有30.7万名工作
人员参与服务保障工作；共接待现场祭
扫群众767.12万人次，疏导祭扫群众车
辆155.98万台次。

其中，选择绿色低碳祭扫方式的群
众603.96万人次，占现场祭扫总人数的
78.7%；全国开通1576个网络祭扫平台，
服务网络祭扫群众 11.71 万人次；全国
殡葬服务机构共安葬骨灰6030份，其中
采取海葬、树葬等生态安葬方式的有
648份，占当日安葬总数的10.7%。

截至目前，全国殡葬服务机构未发
生突发安全事件，群众祭扫活动安全平
稳有序。随着清明节假期的结束，群众
集中祭扫活动接近尾声，但后续一段时
间仍会有部分群众进行祭扫。民政部
清明节祭扫工作办公室提醒广大群众
注意安全、绿色出行、文明低碳祭扫，并
继续指导各地民政部门和殡葬服务机
构满足群众祭扫需求，确保祭扫活动绿
色文明、平安有序。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 胡
璐）农业农村部日前部署开展2025年

“绿剑护粮安”执法行动，聚焦重点领
域、关键时点、重要环节，集中力量严
厉打击坑农害农、危害粮食安全和农
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

据了解，今年执法行动主要包括
农资质量执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
动植物检疫执法、畜禽屠宰执法、农业
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执法等重点任

务，努力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守护
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农业农村部法规司负责人表示，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将开展“绿剑护
粮安”执法行动作为全年执法工作的
主题主线，结合本地实际细化任务、压
实责任。如制种基地要加大非法制
种、套牌侵权等查处力度，牛羊主产区
要重点查处牛羊养殖中非法添加等问
题，蔬菜、水果和水产品主要产区要以

非法使用禁用药物和常规药物残留超
标作为执法重点，实现精准打击和有
效打击。

这位负责人说，当前农业投入品
多为全国范围内流通，生猪等畜禽多
为跨区域调运，农业违法行为呈现主
体多、链条长、跨区域的特点。要健全
监管执法协作机制，强化检打联动；加
强部门间、区域间执法协作，涉嫌犯罪
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形成执法合力。

农业农村部部署开展
2025年“绿剑护粮安”执法行动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 樊
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4 月 6 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
旅客20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214列。铁路部门多措并举应对清明
假期返程客流高峰。

4 月 5 日 ，全 国 铁 路 发 送 旅 客
1368.3 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截至 4 月 6 日 9 时，铁路 12306 已累计
发售清明假期车票7432万张。从车票
预售情况看，6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
北京、广州、成都、武汉、杭州、南京、上

海、西安、郑州、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
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
汉、杭州、郑州、南京、西安；南宁至广
州，深圳至香港，长沙往返武汉，西安
往返成都，沈阳、西安、郑州、济南、太
原至北京，北京往返上海，武汉至广
州、长沙、上海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
中。

小长假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
客流高峰，各地铁路部门精心组织，
在热门方向、区段和时段增加运力投
放，加强站车服务，保障旅客平安有

序返程。国铁北京局集团公司加开
旅客列车55列，利用智能设备加强安
检查危工作，提升安检识别效率和精
准度；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管内各站
设置绿色急客通道，增设“售取退改”
一窗通办窗口；国铁南昌局集团公司
赣州西站设立 12306 会合点，并为有
需要的银发团体旅客开辟专用进站
通道；国铁广州局集团公司福田站设
置“三语四通”服务岗，提供粤语、英
语、普通话全程引导服务，方便跨境
旅客出行。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 高
敬）生态环境部日前印发《国家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数智化转型方案》，进一
步提升技术装备数智化能力，推进建
成新一代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
蒋火华说，这标志着生态环境监测数
智化转型迈出实质性步伐。在空气和
地表水监测方面，通过开展国控站点
数智化改造，让自动监测实现“无人运

维”，让手工监测实现“智能采样+智能
分析”。在生物多样性监测方面，通过
实时传输的红外相机、鸟类鸣声记录
仪、两栖爬行动物雷达相机等新型智
能设备，基本能够实现生物多样性自
动化监测，识别准确率达 85%以上。
在声环境监测方面，城市功能区声环
境质量监测的仪器设备不仅能监测噪
声分贝数，还能识别噪声源。

据悉，方案确立了“两步走”实施

路径：2027年实现国家生态环境监测
网络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大幅提升，在
重点区域率先探索以无人运维、智能采
样、黑灯实验室、立体遥测为标志的新
一代监测网络；2030年实现国家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系统性重塑，数字化、智
能化水平整体跃升，天空地海一体化监
测全面实现，监测“智慧大脑”基本建
成，总体效能满足美丽中国建设支撑需
求，技术装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我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加快数智化转型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记者 唐
诗凝）记者近日从国家数据局获悉，
据测算，2024年，全国数据市场交易规
模超 1600 亿元，同比增长 30%以上。
其中，场内市场数据交易规模同比实
现翻番。

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国
家数据局成立一年多来，全国数据系
统坚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这条
主线，围绕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
好、保安全”，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丰富进展。
在夯实制度体系方面，2024 年以

来，国家数据局聚焦重大改革任务，
围绕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
配、安全治理等出台 21 份政策文件，
搭 建 起 数 据 基 础 制 度 的“ 四 梁 八
柱”。

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
我国数据资源生产总量持续攀升，
2024年同比增幅预计超过20%。国家
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自今年 3 月 1

日上线以来，截至3月30日，已审核通
过的登记数据达700项，涵盖的存储数
据规模达239.23TB。

在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国家数据局正推动研究制定 41 项数
据领域国家标准，组织北京、上海等18
个城市，开展可信数据空间、数场、数
联网、数据元件、区块链、隐私保护计
算等 6 种典型技术路线先行先试，加
快推动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规模化部
署、系统化应用。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者 魏弘
毅 马意翀）4月5日是红旗渠主干渠通水
60周年。记者从水利部获悉，60年来，红
旗渠已累计引水超过130亿立方米，灌溉
农田4700余万亩次，促进粮食增产80亿
斤。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红旗渠通
水以来，各级政府和水利部门先后投资
6.2亿元，实施了四轮灌区续建配套、节
水技改与现代化改造，恢复改善灌溉面
积 35 万亩，年节水 1200 万立方米。红
旗渠功能从人畜饮水、农田灌溉增至工
业供水、生态补水。

推进数字孪生建设方面，红旗渠数
字孪生平台已上线运行，实现从大水漫
灌到精准灌溉、从人工管理到智慧管
控。数字孪生系统全部投用后，红旗渠
用水申请时长将由 2 天缩短至 2 小时，
每万亩灌溉面积只需2名专管人员，灌
区管理手段更为先进，运行维护更加高
效。

在水权改革方面，红旗渠所在地河
南省安阳市统筹全市引漳三大灌区用
水指标，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与合理利
用，预计年均增加引漳水量5000万立方
米，较多年平均引水量提升20%。

铁路部门多措并举
应对清明假期返程客流高峰

红旗渠通水60年
累计引水
超过130亿立方米

清明假期第三天
绿色低碳祭扫群众
超600万人次

2024年全国数据市场交易规模
同比增长超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