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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无处不遥感，这是对遥感技术

广泛应用的形容。

在江西，自然灾害预测预报、监测预

警、风险评估、决策指挥、应急救援、恢复

重建等方面，遥感技术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同时，江西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

拍、智慧安防等“空天地”一体化数据，有

力构建了城市智慧化立体监测管理体

系，极大提升了城市治理、民生服务、产

业发展水平。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江

西遥感技术应用正朝着多尺度、多频率、

全天候、高精度和高效快速的目标发展。

应用：多领域显身手

遥感，顾名思义就是遥远的感知，不

与物体直接接触而取得其信息的一种探

测技术。用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

院院长林珲的话来说，就是“隔空把脉”。

去年 12 月 9 日，由香港航天科技集

团与江西师范大学合作研发的环境遥感

卫星“金紫荆一号 06/江西师大一号星”

顺利升空，对鄱阳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

沙”和城镇环境开展动态监测。

“遥感技术延长了我们的视觉以及

感知自然的能力，帮我们看得更远、看得

更准，我想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人在做、

天在看’。”林珲举例说，“比如在赣南山区

有火灾，我们身在南昌能看到火灾点在

什么地方，可以及时调动资源去灭火。”

去年 9 月，鄱阳湖水位低于历史最

低水位，全省 94.6%的县（市、区）达到特

重气象干旱。省自然资源测绘与监测院

积极开展以鄱阳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中

下游影像数据遥感分析，助力抗旱救灾。

据了解，省自然资源测绘与监测院

利用自然资源江西省卫星应用技术中心

平台优势，获取了旱前、旱中卫星影像；

利 用 海 洋 一 号 C、D 影 像 数 据 ，结 合 南

昌、九江、上饶等地无人机应急航摄成

果，紧急制作了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

三期相关时点鄱阳湖遥感影像专题图。

“这些数据及图件成果及时提供给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和省应急管理厅等部门，为有效应对夏秋冬连旱、统筹抗旱

救灾发挥了重要作用。”省自然资源测绘与监测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这些成果数据也为科学研判旱情发展态势，辅助加

强水源调度等决策发挥了突出作用。

遥感技术在矿区治理方面也大显身手。在萍乡市湘东

区腊市镇冬瓜槽老矿区，卫星遥感技术实现了全方位、立体

化矿山生态修复动态监管，利用多时相、多类型的高清遥感

影像，提取监测矿山区域地表变化，对矿山修复治理进行过

程追溯和跟踪监管，杜绝境内的非法开采活动，督促矿山企

业履行生态修复义务。

遥感技术正为江西的农业生产、环境监测、智慧城市、

地理测绘、土地规划等领域提供及时的遥感信息服务，人民

生产生活已离不开遥感技术。当前，江西正大力培育壮大

数字经济，这也必然离不开遥感技术的应用赋能。

合作：上台阶上水平

“河流水深危险，请勿下水玩耍！”在赣州市蓉江新区的

河道上空，伴随着一阵轰鸣声，一架无人机从河面掠过，并

隔空喊话提醒群众远离危险水域。无人机遥感系统每天定

时自动开展巡河监测，自动向智慧城市运行调度指挥中心

传送画面、反馈信息，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查看监测水域周边

人员、水面险情，并第一时间指挥相关单位赶赴现场，开展

应急救援。

无人机遥感系统是蓉江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部

分，系统使用无人机及挂载设备采集数据，基于丰富立体的

系统可视化环境，实现航线规划、设备实时监管、无人机在

线调度、数据自动上传等业务，融合多种算法对数据进行多

维度分析，实现图斑核查、违建巡查、大气环境监测等功能，

用科技创新赋能行业单位管理和执法。

遥感技术已广受关注，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具有良好的

发展前景。7 月 21 日，第五届遥感应用大会在南昌召开。

作为主办方之一的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

“女娲星座”最新影像，展示了研发的行业 AI 大模型“天

权”。会上，该公司与江西师范大学、东华理工大学、南昌理

工学院、江西子午时空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等签订协议，开

展产学研合作，推动江西遥感应用事业上台阶。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宇翔表示，

卫星遥感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提升了政府的数字化治理

能力、企业精准决策能力，为城市数字经济转型发展、生态

文明建设增添了新动能。江西自然资源丰富、数字化转型

需求迫切，是卫星遥感能够发挥重大作用的典型省份。航

天宏图将立足江西，深度开展城市合作，布局卫星运营、应

用服务等卫星遥感全产业链建设，结合无人机、北斗卫星

导航、地面物联网等时空信息手段，打造城市级遥感应用场

景，为江西城市资源监管、生态治理、自然灾害防御、安全保

障、流域综合治理等方面提供新型数字化治理手段。

“我们将在南昌建立卫星运营控制指挥中心，为江西用

户提供多尺度、多频率、全天候、高精度卫星遥感数据服

务。”王宇翔说。

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

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朱兆恺）近日，省发改委多措并

举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

群体就业服务，全力促发展惠民生。

重 大 项 目 涉 及 面 广 ，带 动 效 应 强 ，创 造 就 业 岗 位

多，是促进就业的“增容器”。省发改委将加强项目谋

划和建设，精心谋划储备一批支撑和引领发展、带动就

业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把吸纳就业能力强的项目纳入

省重点项目调度的重要内容；强化用地、用林、资金等

要 素 保 障 ，加 快 项 目 审 批（核 准 、备 案）、规 划 选 址 、用

地、环评、施工许可等前期事项办理，推动项目按时开

工、尽早开工，促进劳动力尽早就业。同时，加大对有

利于扩大和促进就业项目审批支持力度，注重吸纳本

地劳动力就业，提高全省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吸纳省内

劳动者就业比重。

以工代赈是促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提高劳动技能

的一项重要政策，能规模性提供务工岗位。省发改委积

极推进以工代赈项目的组织实施及其规范管理，指导督

促行业主管部门在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农业农村设施

领域大力推广以工代赈方式，积极组织当地群众参与项

目建设，及时足额发放劳务报酬。围绕交通、水利、能源、

农业农村、城镇建设、生态环境等建设领域，推动政府投

资重点工程项目实施以工代赈，吸纳更多农民工参与工

程建设，实现就业增收。

深化职业教育技工教育改革，通过创新办学模式、优

化培养机制、完善考核制度、加强政策扶持等措施，推动

教育与产业无缝衔接，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

推动职业技能培训提质扩面，打造一批高水平、专业化、

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支持建设一批公共实训基地，

促进产训结合，服务更多重点就业群体掌握适应市场需

求的一技之长，稳定和扩大重点就业群体就业。

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和扩大市场化就业空间。省发

改委积极开展降成本升级行动，持续降低企业融资、用

工、物流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快国家和省系列惠企纾

困政策落地见效，从减税降费、融资优惠、降低要素成本、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物流降本等方面，给广大经营主体

特别是中小企业送上“暖心丸”，推动企业吸纳更多人员

就业。

入伏以来，我省持续多日呈现高温晴热天气，不

少群众因此生病，各大医院急诊室也迎来考验。7 月

19 日 9 时，记者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角洲院

区急诊科看到，急诊大厅内等待预检分诊的患者络

绎不绝，抢救室内医生护士脚步匆匆。

高温下，哪些疾病高发？“目前两院区急诊科平

均每日接收患者近 500人次，中暑、腹痛、呼吸道感染

的患者较为普遍。”南大二附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范骏

告诉记者。话音刚落，25 岁的患者王先生在护士的

引导下进入诊室。王先生表示，前天晚上吃烧烤喝

啤酒后腹痛难忍、持续头晕，经范骏诊断，该患者因

过度食凉，加上不洁饮食患上了急性肠胃炎。据记

者观察，注射室内还有不少正在输液的急性肠胃炎

患 者 ，在 空 调 房 中 受 凉 后 导 致 感 冒 发 烧 的 患 者 也

较多。

此外，中暑患者也有所增加。入夏以来，南大二

附院急诊科已接收 10余名热射病患者。令记者惊讶

的是，大多数热射病是因为患者久处于闷热室内造

成的，急诊 ICU 内还有一名因在厨房做菜导致热射

病的高龄患者。“除了户外工作者容易中暑之外，部

分老人舍不得开空调，也容易导致中暑。”范骏提醒，

热射病是由热损伤因素作用于机体引起的严重致命

性疾病，具很高的病死率。警惕“高温杀手”，早期预

防是关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群众应尽量避免在最

炎热的时段出门，尽量保持工作、居住场所通风，当

出现头痛、头晕、多汗、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要

及时处理。

“这周气温较为稳定，中暑患者的数量没有显著

增长的趋势。酷暑未至，责任在肩，我们已做好准

备，打好这场高温仗。”范骏介绍，为更好地应对高温

天气易发的中暑、热射病等高发急症，南大二附院急

诊科已提前调试好呼吸机、亚低温治疗仪，备足冰

袋、饮用水及相关用品，保证急救药品、急救设备充

足供应。

采访当日，记者在南大二附院急诊科发现，救护

车不时送来中暑、创伤、卒中（中风）患者，均在第一

时间得到救治。“作为南大二附院急危重症医学救治

中心，急诊科医护人员将 24小时坚守，在高温下持续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范骏话语坚定。

高温下的急诊室
本报全媒体记者 倪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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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

国 家 战 略 深

入 实 施 ，“ 体 育 让

生活更美好”的理念日

益深入人心。图为市民在

南昌高新区昌东镇一运动场上

锻炼。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

图 ❶: 夏 夜 ，约

上 好 友 打 一 场 酣 畅

淋漓的篮球。

图❷：游泳是夏

季锻炼的热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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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 上

要 不 要 打 半

场，多叫上几个球

友。”周末，家住南昌经

开区的陈朝乾在微信群里

发布了一条打球接龙信息，不

一会儿，就得到许多球友的响应，名

额很快报满。

打夜球、夜泳、夜跑……今年夏天南昌持续

高温，夜晚成为众多运动爱好者的黄金时间。随

着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提档升级，体育锻炼逐渐成为

人们夜生活的一部分。南昌众多体育场馆纷纷开启

“夜间模式”，丰富多彩的休闲健身活动，充实着市民

生活内容。

在专业赛道上来一场风驰电掣的卡丁车竞赛，

到游泳馆酣畅淋漓地游上几圈，去篮球场与朋友畅

快地打一场比赛。7 月 22 日晚，记者在南昌雷公坳

文化体育产业园发现，卡丁车、马术、网球、篮球、羽

毛球和游泳等运动项目颇受大家喜爱，前来健身的

市民络绎不绝。“白天气温太高，而且我们都要上班，

晚 上 和 朋 友 约 好 来 这 里 打 一 场 比 赛 出 出 汗 ，很 惬

意。”陈朝乾非常享受夜间和球友打球的过程。记者

了解到，为提升用户的健身体验，该馆还安装

了空调。

“好球，漂亮的破发！注意她要打你的反手……”

雷 公 坳 网 球 馆 内 ，小 球 员 正 在 热 火 朝 天 地 进 行 训

练。即将升入初中的李芊慧脸上挂满了汗珠，今年

暑假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来球馆锻炼 2 个小时。“在

这里我结识了很多朋友，我们白天学习，晚上大家约

着出来打球，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能减轻课业压

力，我们都很喜欢夜间运动。”李芊慧擦拭着汗水，红

扑扑的小脸绽放出笑容。

“7 月份以来，夜间来园区锻炼的人数比平时增

长了 80%。”雷公坳文化体育产业园负责人介绍，夜

间健身成为南昌新时尚。为满足各类健身爱好者的

需求，该园区不仅延长了营业时间，而且针对不同人

群推出了各类健身优惠活动。

池中竞逐，水花飞溅。20 时，在南昌国际体育中

心游泳馆，前来游泳的市民依然热情不减，大家享受

着夜间锻炼的快乐和满足。国体中心场馆部负责人

介绍，入夏以来，许多市民选择游泳锻炼的健身方

式，暑期游泳馆日均人流量比平时增长了约 500 人

次，场馆也相应延长了夜间营业时间。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市民

锻炼健身方式变得丰富多样，全民健身高潮迭起。

南昌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晚上适度运动

不仅可以促进睡眠，增强人体的恢复能力，还能激发

人体机能。但他提醒，锻炼前要注意热身，运动后要

适当放松，有利于恢复。

❶❶ ❷❷

7 月 20 日，赣州市南康区龙华软体数字家具产业园的

左右家居（赣州）有限公司软体家具生产线上，工人正在有

序生产。该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家具

企业，主要生产软体沙发、床垫等产品。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福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