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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生产指数扩张 工业经济持续恢复
据新华社电 9月份，中国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1%，

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制造业

进入传统旺季，生产指数升至

51.5%，高于上月1.7个百分点；

大、中、小型企业景气水平均有所回

升……近期发布的一系列数据显

示，制造业生产有所扩张，景气度回

暖。随着稳增长政策发力，产业链

有效运转，工业经济恢复势头得到

巩固。

踩下刹车就能让车门自动闭合，

开启小憩模式海浪声便在耳边助你

入眠，夜间行驶时会在车辆前方投射

示宽光毯……此前举行的2022世
界制造业大会新能源汽车展区里，智

能汽车引来参观者的惊叹。

今年1至8月，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397万辆和 38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倍和1.1
倍，为制造业发挥稳定经济大盘

“压舱石”作用做出贡献。持续向

好的不只是新能源汽车。连月来，

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发力，企业运行

状况得到改善，工业生产继续呈现

恢复态势。

（下转A04版）

南海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
协会：

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提升建筑设计质量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老

旧小区计划加装电梯却发现消防间

距不符合国家消防技术标准，怎么

办？佛山市南海区工程勘察设计咨

询协会有办法！今年以来，在该协

会的帮助下，包括花苑小区17栋在

内的多个楼栋解决了这一问题，老

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目标又向前推进

了一步。

2018年6月，佛山市南海区工

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行业专业技术

委员会成立，旨在为南海区住房城

乡建设和水利局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并协助处理住房投诉。

发展至今，协会拥有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勘察、结构工程、市政园

林、工程设备、工程造价咨询及工程

管理等专业领域专家，通过推广装

配式建筑、绿色建筑等行业新技术，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此外，协会还

协助区住建水利局开展“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设计质量

专项检查”，提升南海区建筑行业设

计质量。

接下来，该协会将不断拓宽专

业技术领域，协助区住建水利局解

决更多设计行业问题，从源头上提

高区内建筑质量，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我国新添4处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据新华社电 四川省通济堰、江

苏省兴化垛田、浙江省松阳松古灌

区、江西省崇义上堡梯田6日成功入

选2022年度（第九批）世界灌溉工

程遗产名录。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包括这4处
新入选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我国的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已达到30处。

通济堰渠首位于成都市新津区

南河、西河、金马河交汇处，是我国历

史上规模最大、运用时间最长的活动

坝。通济堰灌区目前是都江堰灌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承担向成都、

眉山2市4县区提供生活、生产、生

态用水，灌溉面积52万亩。

兴化垛田灌排工程体系分布在

江苏兴化湖荡区，是高地旱田灌排工

程体系。历史上垒土成垛形成的垛

田，发展出有着配套的圩堤、灌排渠

道、水闸等复合灌排工程体系和独特

灌溉方式的灌溉工程系统。目前它

仍在发挥灌溉排水、防洪抗旱排涝、

生态农业、景观旅游等效益。

松古灌区位于浙江省松阳县，

是中小流域古代灌溉工程的典范。

从当初人们在松阴溪流域依势筑堰

建渠，逐步建成以松阴溪主支流为水

源，堰堤密布、圳渠交错的灌溉网

络。明清时期灌区工程体系臻于完

善，至今仍在滋润着松阴溪两岸

16.6万亩良田。

上堡梯田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崇

义县西北部山区，面积约有5.1万

亩，属陡坡梯田，垂直落差近千米。

成熟于宋元时期、完善于明清时期的

上堡梯田灌溉工程，既包含完善的农

田水利灌溉工程系统，也包含良好的

生态保护系统。

与我国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同时列入第九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名录的，还有来自澳大利亚、印度、伊

拉克、日本、韩国、斯里兰卡等国的

15处。目前，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

数达140处，分布于18个国家。

圆安居梦暖百姓心

珠江时报讯（记者/蓝志

中 通讯员/杨晨 摄影报道）国

庆假期到了尾声，南海迎来返

城高峰。连日来，佛山市、南

海区卫健、疾控部门发出提

醒，所有跨省跨市出行人员返

回佛山、南海后要严格落实

“三天两检”，两次核酸检测需

间隔24小时。

违反防控要求
造成疫情传播须担责

佛山疾控提醒，广大市民需

提高警惕，自觉落实各项防疫措

施。如您或家人近7天曾到过

中高风险区以及有本土疫情报

告的地区，或与阳性感染者活动

轨迹有交集的，请务必于来佛返

佛当天主动通过12345热线、

佛山通小程序或直接向所在社

区（村）、单位、居住酒店报备，并

配合做好隔离医学观察或健康

监测等健康管理工作。请近期

从外地来（返）佛人员自觉进行

3天2次核酸检测（2次间隔至

少24小时）。如未遵守防控要

求造成疫情传播的，须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根据疫情处置进展，经专家

综合研判，5日深夜，南海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办公室发布《南海区关于调整部

分区域临时管控措施的通告》，决

定自10月6日起，对大沥镇万益

广场2-9栋，西樵镇岭南文化苑

（除B9栋外）、听音湖1号公馆1
栋解除临时管控，相关人员按要

求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桂城设有
近80个核酸采样点

为应对返城高峰，10月5
日开始，南海区增设一批核酸

采样点及黄码人员检测点，方

便群众就近检测。各镇街将根

据实际人流情况及时调整服务

时间等。

昨日上午10时许，记者走

访桂城街道核酸采样点，发现采

样点人流明显增多。“现在市民

防护意识明显提高了，自觉排

队，一米线、戴口罩、亮码，程序

都很熟练、很配合。”在桂城叠二

社区星星大厦便民核酸采样点，

穿着防护服的采样工作人员假

期依然坚守岗位。一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星星大厦便民核酸

采样点平时服务时间是17:30
至22:00，这两天为了迎接假期

返城高峰，从9:00至20:00提

供服务。

“昨天开始明显多了很多

人，预计10月7日会更多。桂

城街道设有近80个采样点，市

民可就近检测，很方便的。”昨日

下午3时许，在桂城街道天河城

核酸采样点，10多位工作人员

在烈日下为市民提供测温、查

码、采样服务。

“假期人员流动性大，疫情

传播风险较高，自觉检测核酸对

自己、对他人都是最好的保护，

也是公民支持防疫工作的义

务。”正在排队等候采样的肖女

士说。

南海卫健再次提醒市民，出

行请做好个人防护，跨省跨市返

回后需进行“三天两检”。外出

归来后，应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

的身体状况，如出现发热、干咳、

乏力、嗅觉味觉减退、咽痛等新

冠肺炎相关症状，尽快到医疗机

构就诊排查。

返城人员要严格落实“三天两检”
南海增设一批采样点方便群众就近检测核酸

■昨日在桂城街道天河城核酸采样点，市民有序排队参加采样。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美慈

摄影报道）国庆假期，外出聚餐

是不少市民的必选节目。连日

来，记者走访发现，南海各大食

肆宾客盈门，“光盘行动”深入人

心，适量点餐、不剩饭菜已成为

大部分市民的自觉行为，文明用

餐蔚然成风。

昨日上午11时许，在南海

大道旁的一家商场里，大部分餐

厅陆续有食客点餐。在提供堂

食服务的同时，各大餐饮门店严

格落实人员登记、测温验码、消

杀通风等疫情防控措施。在天

河城小食街，餐厅里“节俭养德”

“文明餐桌”“公筷公勺”等宣传

标语随处可见，引导消费者按需

点餐、节俭用餐，营造文明用餐、

节约为荣的氛围。

“出门在外，做任何事情都

要遵守秩序，为小朋友做好榜

样。”市民曾女士带着儿子到商

场吃饭，她不时提醒小朋友注

意举止文明。曾女士说，文明

用餐的良好氛围要靠大家一起

维护，身为家长更应该从自己

做起。

昨日12时许，桂澜路上的

一家大型商场人气正旺，日料、

粤菜、奶茶店……各大餐饮店堂

食上座率近七成，以家庭、亲友

聚餐为主。市民王女士表示，在

南海就地过节的倡议下，“下馆

子”已经成为过节的重要“仪

式”。假期与家人外出就餐，在

选择餐厅的过程中，她会首选一

些环境较好的粤菜馆，适合一家

大小一起吃，而且线上团购更优

惠，是家庭聚会的好选择。

记者走访了几家不同的餐

厅发现，不少顾客在点菜时都会

根据自己的食量以及菜品的份

量“量力而行”，尽量做到吃多少

点多少。服务员在为顾客介绍

菜品时，也不忘提醒客人按需点

餐，对餐品的份量进行介绍并给

予顾客合理建议。而对于吃不

完的菜，顾客也习惯了请服务员

帮忙打包带走。

在千灯湖畔一家粤菜馆，店

家在门口醒目位置设置了线上

预点餐服务宣传海报。通过预

点餐可以减少顾客排队、等待制

作的时间，提升了顾客的到店体

验。此外，该餐厅还为消费者提

供双人套餐、四人套餐等多样化

的点餐选择，减少顾客因过量点

餐造成的食物浪费。

近年来，南海区餐饮行业积

极宣传推广“文明餐桌”，向消费

者提倡“奢侈浪费可耻，勤俭节约

高尚”和“不剩饭不剩菜”的勤俭

风尚，引导消费者珍惜粮食、文明

用餐，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让

餐桌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南海假期餐饮消费活跃，文明用餐蔚然成风

商家推广文明餐桌市民自觉按需点菜

住房是民生之要。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实现

住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须

下更大决心、花更大气力解决

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

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亿万百姓喜圆安居梦

想，改善了住房条件，增强了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居新生活，
啃下棚改“硬骨头”
“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

群众安居乐业。我们的城市不

能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脏乱

差的棚户区。”——习近平

【故事】
88岁的王奶奶居住在湖南

省津市市这座历史悠久的工业

城市。如今，她经常在晚饭后由

家人陪着在小区悠闲地散步。

回想棚改搬家前一家四代

人挤在一起住的日子，王奶奶

说：“那是50多平方米的老房

子，连客厅和阳台都安了折叠

床，来个客人都没法落脚。”

津市原有城市棚户区247万

平方米3.2万户、城区黑瓦屋20

万平方米。这些棚户区存量大、问

题多、功能弱，曾是城市更新、社区

再造进程中难啃的“硬骨头”。

津市出台了棚改政策，除了

拆迁补偿款项，棚改户还享受购

买二手房补偿3万元、新房补偿

5万元的安置补贴。王奶奶享

受了这个政策，再加上两个女儿

拿出部分家庭积蓄，2019年在

城东新区购买了商品房，满足了

改善居住的需求。

“新小区和老房子相比真是

‘一个天一个地’，现在我享清福

了。”王奶奶说，小区所处的城东

新区新建了大型超市商业点、农

贸市场，增加了小学、中学、大型

公立医院，还开了好几条公交线

路，生活配套设施既便捷又齐全。

十年来，津市实施棚户区改

造3万多户，总面积超过300万

平方米，生产街、西河街、双济

沟、新村三眼桥等成片棚户区完

成了更新改造，告别了过去的

“老破旧”。

(下转A04版)

扫码查看哪里有检测点

■市民隔位就座，有序就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