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新發現38礦產地 新疆金礦近百噸
重要礦種找礦取得重大突破 大多數礦種已完成「十四五」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自

然資源部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辦公室10

日通報，今年上半年，全國新發現礦產地38

處，同比增長31%，其中大中型25處。據介

紹，今年以來，重要礦種找礦取得重大突

破：在黑龍江省發現全省首個特大型鈾礦；

在河北省興隆縣，新增銣資源量337萬噸，

達到特大型規模，進一步鞏固中國銣礦優勢

地位；在河北省隆化縣，新增鈷資源量2.7

萬噸，達到大型規模；在貴州省松桃縣，新

增錳資源量2,285萬噸，達到大型規模；在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特克斯縣，新增金資源量

81噸，累計查明近百噸，達到超大型規模。

截至目前，絕大多數礦種已提前完成「十四

五」找礦目標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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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初步統計，2025年上半年，全國非油氣礦
產勘查投入資金 69.93 億元，同比增長

23.9%，保持快速增長勢頭，同比增幅持續擴
大。其中，社會資金 33.59 億元，同比增長
28.2%，佔礦產勘查總投入的48.0%，表明企業
投入礦產勘查的積極性不斷增強；中央和地方財
政資金36.34億元，同比增長20.1%。

戰略性礦產探礦權投放318個
從礦種來看，錫礦、鋁土礦、鎢礦、銅礦、磷
礦等礦種勘查投入同比增長50%以上，煤炭、鉛
鋅礦、鉬礦、金礦、石墨等礦種勘查投入也有不
同程度增長。此外，自然資源部門加大了探礦權
供給，2024年戰略性礦產探礦權投放581個，創
十年新高。2025年上半年，戰略性礦產探礦權
投放318個。
截至目前，絕大多數礦種已提前完成「十四
五」找礦目標任務。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
2021年3月12日公布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

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加強戰略性礦產資源規
劃管控，提升儲備安全保障能力，實施新一輪找
礦突破戰略行動。行動實施四年多來，取得了一
批令人振奮的成果，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
所需要的資源保障能力進一步提升。

稀土資源在全球優勢進一步擴大
其中，中國稀土資源在全球資源優勢進一步擴
大，山東省郗山礦區新增資源量102萬噸、四川
涼山州犛牛坪稀土礦預計新增496萬噸，進一步
夯實中國第二大稀土礦資源基礎，雲南省紅河州
南部發現超大規模離子吸附型稀土礦，有望成為
中國最大中重稀土礦；被稱為「白色石油」的鋰
礦找礦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鋰礦儲量從全球佔
比6%升至16.5%，從世界第六躍至第二，重塑
了全球鋰資源格局，同時也有效緩解國內鋰資源
供應緊張、對外依存度高的局面，降低了「卡脖
子」風險；新探獲鋯英石資源量8.5萬噸、鉿資
源超千噸，同時中國內蒙古、福建、廣東、廣

西、海南等省份還有巨大找礦潛力，為電子工
業、核工業、航空航天、醫療等領域奠定重要資
源基礎；氦氣主要用於半導體製造、航空航天、
醫療、核工業等領域，「十四五」期間，中國氦
氣勘查開發實現從無到有的重大飛躍，大幅降低
中國氦氣外採率，全國新增探明地質儲量40.7億
立方米，蘇里格、涪陵、靖邊、安岳、東勝和瀘
州等6個氣田氦氣探明地質儲量均超過2億立方
米；另外，鎢、鉬、銻、螢石、石墨等中國優勢
礦種資源量實現較大幅度增長，資源優勢進一步
鞏固。此外，大宗礦產是製造業的糧食，中國
銅、鋁、鐵等大宗礦產找礦均取得重大突破，西
藏地區有望成為世界級銅資源基地，山西孝義新
發現中國最大單體鋁土礦，預計新增資源量1.08
億噸，資源儲量大幅增長。
自然資源部地質勘查管理司副司長牛力表示，

未來將以新礦產資源法正式實施為契機，加強基
礎地質工作，加力實施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
動，進一步提高國家能源資源保障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作為灣
區軌道網的重要組成，南沙至珠海（中山）城際項
目迎來新進展。第二次《南沙至珠海（中山）城際
軌道香山至拱北段（珠海段）社會穩定風險分析徵
求公眾意見的公示》目前正在進行，揭開該城際的
最新線路走向。珠海交通控股集團有關負責人10日
表示，南珠城際作為廣州地鐵18號線的南延線，是
首條實現大灣區城際與廣州地鐵網互聯互通的軌道
交通項目，建成後將實行「地鐵化」運營，屆時港
澳居民從珠海城區「坐地鐵」直通廣州城區，僅需
60分鐘左右。

珠海段總投資158億
據最新公示，南珠城際香山至拱北（珠海段）線

路起於中山與珠海的邊界，經珠海高新區、香洲主
城區，終於拱北。新線路途經珠海唐家灣鎮，以及
香灣、獅山、翠香、梅華、前山、吉大、拱北等街
道，幾乎覆蓋了珠海主城區大多數核心片區，這意
味着大部分珠海主城區居民未來都能實現近距離乘
坐城際軌道「北上」中山、廣州等灣區城市。
南珠城際廣州段、中山段目前均已全部動工；而

珠海段規劃全長26.6公里，總投資158億元（人民
幣，下同），最快於今年開工，年度計劃投資
5,000萬元。作為廣州地鐵18號線的南延線，南珠
城際可望同樣採用設計時速160公里的市域D型
車，被稱為珠海首條真正意義上的地鐵。香港文匯
報記者了解到，線路初步設計6分鐘/班車，遠期有
望能達到2分半鐘/班車。
還值得關注的是，為東接深圳，南珠城際中山段

香山站已在規劃中預留接入「深南中城際」的軌道
接口。據規劃，深南中城際將從深圳寶安機場引
出，跨過伶仃洋，進入中山翠亨新區馬鞍島，接入
南珠城際，由此進一步加速珠江口東西兩岸軌道交

通的融合。
為北連廣州，南珠城際規劃與廣州地鐵18號線、

廣花城際（廣州地鐵18號線北延段）貫通運營，與
廣州地鐵22號線、芳村至白雲機場城際跨線運營，
共同打造灣區西岸南北向客流骨幹走廊。未來，廣
州城區到中山城區約50分鐘，到珠海城區60分鐘
左右，到深圳城區僅需75分鐘。
如今，廣東城際越來越多線路「地鐵化」運營，

包括廣清城際（花都站至清城站）、廣清城際北延
線（清城站至飛霞站）、廣州東環城際（花都站至
白雲機場北站）等；而新白廣城際（新塘經白雲機
場至廣州北站）、廣佛東環城際（廣州番禺站至新
白廣城際竹料站）、穗莞深城際琶洲支線（琶洲站
至廣州蓮花山站）、廣清城際南延線（白雲站至花
都站）、廣惠城際北延線（小金口至惠州北段）則
擬今年底開通。據了解，廣州地鐵集團負責運營的
城際鐵路里程到今年底將達550公里，地鐵+城際
總里程將超過1,350公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國家統
計局10日發布數據顯示，2025年全國夏糧播種面
積基本穩定，單產持平，夏糧總產量2,994.8億斤，
其中小麥產量2,763.2億斤，全國夏糧實現穩產豐
收。國家統計局農村司副司長魏鋒華表示，2025年
中國夏糧實現穩產豐收，為穩定全年糧食生產奠定
了堅實基礎，為應對複雜嚴峻國際形勢、推動經濟
持續回升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撐。
統計數據顯示，2025年全國夏糧產量2,994.8億
斤，比上年減少3.1億斤，下降0.1%。分品種看，
小麥產量2,763.2億斤，減少3.3億斤，下降0.1%。
其中，冬小麥產量2,708.9億斤，減少0.9億斤，基

本持平。
分地區看，主產區中山東、河北、四川分別增

產4.1億斤、3.6億斤和2.2億斤，河南、陝西受旱
情影響分別減產7.1億斤和2.9億斤，新疆受種植
結構調整影響減產4.0億斤。魏鋒華表示，今年夏
糧雖略有減產，但減產幅度很小，總體保持穩
定。
2025年全國夏糧播種面積3.99億畝，比上年減少

52.0萬畝，下降0.1%，保持基本穩定。分品種看，
小麥播種面積 3.46 億畝，減少 26.1 萬畝，下降
0.1%。其中，冬小麥播種面積3.39億畝，增加5.7
萬畝，持平略增。分地區看，在25個有夏糧生產的

省（區、市）中，20個播種面積增加，其中安徽、
河北、山西、四川分別增加17.5萬畝、15.1萬畝、
11.2萬畝和10.8萬畝。魏鋒華指出，西部部分地區
持續調整夏秋作物種植結構，調減夏雜糧、春小麥
等夏收作物，改種玉米等秋糧作物，夏糧播種面積
有所減少。
魏鋒華指出，今年，河南、陝西等主產區發生了

較重旱情，對夏糧生產造成不利影響。受旱地區積
極引水調水，全力抗旱澆麥，大部農田實現了有效
灌溉，有力減輕了旱情影響，特別是近年來高標準
農田建設在抗旱減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其
他災害偏輕發生、深入推進大面積單產提升行動
等，也是今年夏糧單產在受旱情影響下能夠持平的
主要原因。

南珠城際珠海段年內動工 珠海「坐地鐵」60分鐘可達廣州

今年全國夏糧旱情下實現穩產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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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連日
來，在蔚藍色的南海北部，中國科研人
員在「向陽紅10」號科考船上，成功
開展了多種類型無人機、無人艇、無人
潛器科考試驗。
由南方科技大學海洋高等研究院牽
頭、聯合多家科研院所、高新企業及科
普機構開展的「深藍智能i3航次」，在
南海的風吹浪打中，實況檢測了各種無
人科考設備的「i3」性能——創新性
（Innovative）、集成性（Integrated）
與智能性（Intelligent）。
參加此次科考試驗的無人機包括智能
海水取樣無人機、遙感平台無人機、航
磁多旋翼無人機、航磁固定翼無人機、
六旋翼無人機（自研）、熱成像識別檢
測無人機、跨域無人機等多種類型。各
種本領高強的無人機在南海競技，展開
了一場「科考比武」。
參加此次科考試驗的珠海雲洲L25C
調測無人艇，是一款可在近淺海開展海
洋環境勘察的多用途無人平台，「海豚
3號」水面救生機器人是可遠程遙控操
作的智能救援設備，在此次海上科考試
驗中性能均表現優異。
由南方科技大學海洋高等研究院和安
華海洋合作研製的無人潛器，可自主在
海水中垂直運動和水平運動，自主採集
海水樣品，今後可望在熱液區、冷泉區
的採樣中大顯身手。
「深藍智能i3航次」首席科學家、南
方科技大學海洋高等研究院院長、講席
教授林間表示，經過海上實況演練，本
航次成功實現無人機、無人艇、無人潛
器「三位一體」集群科考，為我國今後
實現無人化、立體化、智能化的海洋環
境動態監測奠定了技術基礎。
為推動海洋科技多維度發展，本航次
在組織模式上進行了創新，融合科研探
索、產業應用與公眾科普於一體。40
名隊員乘坐「向陽紅10」號科考船於7
月7日從珠海起航奔赴南海北部目標海
域，計劃7月11日返回深圳。
「向陽紅10」號科考船是我國深遠

海綜合科考船的主力之一，排水量4,615噸，長
93米。自2014年入列以來，已成功執行40多個
海上重大調查航次。根據計劃，「向陽紅10」
號科考船今年秋季將執行「深藍夢想2035」環
球海洋科考航次任務。「深藍智能i3航次」是
該航次的先鋒航次。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在10日下
午召開的商務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新聞發言人就中
國政府是否已採取任何措施打擊關鍵礦產轉運和走私
行為的問題作出了回應。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詠前表示，銻和鎵等戰略礦產
具有明顯的軍民兩用屬性，對其實施出口管制，符合
國際通行做法。為堅決防止非法外流，今年5月，中
國國家出口管制工作協調機制辦公室，已部署開展打
擊戰略礦產走私出口專項行動，相關信息可在商務部
網站查詢。同時，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也充分考慮
各國對上述戰略礦產合理民用需求，依法依規對相關
出口許可申請進行審查，並批准合規申請。

中國5月開展行動
打擊戰略礦產走私

廣東城際「地鐵化」線路購票攻略
12306

●旅客可登錄「中國鐵路12306票務系統」購票，實現「當日一次有效」

「城際鐵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務系統」

●可實現全國交通一卡通、嶺南通、羊城通、廣州地鐵App城際乘車碼等多種支付方式進站乘車，
包括香港八達通與嶺南通「聯名卡」、香港八達通與全國交通一卡通「聯名卡」

●使用「城際鐵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務系統」需提前在「廣州地鐵官方App」上進行註冊，可憑身
份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等證件通過實名制驗證後使用城際乘車碼；也可持上
述證件在車站設備上進行實名制驗證，使用實體票卡並核驗人臉後進站乘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灣區城市群「同城化」進一步加速。圖為旅客在
候乘廣東城際。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專家組在山東龍寶
山稀土找礦現場。

網上圖片

◀今年上半年，全國新發現礦產地38
處，同比增長31%。圖為航拍朱蘭鐵
礦採挖現場。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