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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調中線通水近億人受惠
工程歷時11年 輸送量相當六分一黃河

中外科學家全面破解鳥類起源演化之謎

習近平：加強運行管理
深化水質保護

香港文匯報訊 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昨日
正式通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對此作出重
要指示。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強調南水北調
工程是實現我國水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經濟社
會可持續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戰略性
基礎設施。中線一期工程正式通水，標誌着
東、中線一期工程建設目標全面實現。這是我
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件大
事，成果來之不易。
習近平指出，南水北調工程功在當代，利在

千秋。希望加強運行管理，深化水質保護，強
抓節約用水，保障移民發展，做好後續工程籌
劃，使之不斷造福民族、造福人民。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亦對中線一期工程正式通水

作出批示，指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是有關部門和沿
線六省市全力推進、二十餘萬建設大軍艱苦奮
戰、四十餘萬移民捨家為國的成果。希望繼續精
心組織、科學管理，確保工程安全平穩運行，移
民安穩致富。充分發揮工程綜合效益，惠及億萬
群眾，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沿線20城市百餘縣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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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來
自中國、美國等20餘個國家的科學家
組成的國際鳥類基因組研究聯盟，前
日在《科學》等著名學術雜誌上以專
刊形式首次發表48隻鳥類物種基因組
研究成果，全面解碼鳥類起源過程。

首期成果共28篇文章，前日發表在
《科學》等系列期刊。中國國家基因
庫張國捷表示，該研究徹底解決了現
代鳥類起源和演化的歷史爭議，在鳥
類演化學等多個領域帶來了諸多顛覆
性的新發現。
現代鳥類的演化歷史和親緣關係是

困擾學界數世紀的未解之謎。為回答
這些問題，由華大基因的張國捷和國
外同行領導的國際鳥類基因組聯盟對
48個鳥類物種進行基因組測序、組裝
和全基因組比較分析，這些鳥類物種
包括烏鴉、鴨、隼、鸚鵡、企鵝、啄
木鳥和鷹等，囊括了現代鳥類的主要
分支。
基於基因組數據的新研究表明，恐

龍滅絕後1,000萬年至1,500萬年間，
鳥類經歷了一次「超級物種大爆
發」，後來逐漸演化出了１萬多種被
稱為新鳥綱的鳥類，95%的現存鳥類
來自這一新鳥綱鳥類。此外，具有鳴
唱學習能力的鳥類，牠們大腦中與鳴

唱學習相關的腦基因調控回路，跟人
類大腦中語言相關的區域呈現出相似
特徵。其中鸚鵡具有一套獨特的鳴唱
學習系統，這也許是牠們可以模倣人
類語言的原因。

鱷魚是鳥類近親
其他一些重要發現還包括：鱷魚是

鳥類的「近親」，牠們的共同祖先可
追溯至2.4億年前。鳥類的牙齒是在
約1.16億年前失去的；水生鳥類有3
次獨立的起源；主要的陸生鳥類，如
鸚鵡、啄木鳥、貓頭鷹、鷹等，都來
自同一祖先。最早的企鵝出現在約
6,000萬年前。
羽毛漂亮的雄鳥在求偶過程中會比

競爭對手更具有優勢，而新研究也發
現，與羽毛顏色相關的基因比其他基
因演化速度要快得多。此外，相比哺
乳動物，鳥類基因組可能較不容易被
病毒入侵，或者能較好地清除病毒序
列。

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於
2003年12月30日開工建設。工
程從丹江口水庫調水，沿京廣
鐵路線西側北上，全程自流，

向河南、河北、北京、天津供水，包括丹江
口大壩加高、渠首、輸水幹線、漢江中下游
補償等內容。幹線全長1,432公里，年均調水
量95億立方米，沿線20個大中城市及100多
個縣（市）受益。工程移民遷安近42萬人，
其中丹江口庫區移民34.5萬人。丹江口水庫
水質一直穩定達到Ⅱ類標準。

作為緩解北方地區水資源嚴重短缺局面的
重大戰略性基礎設施，南水北調工程規劃分
東、中、西三條線路從長江調水，橫穿長
江、淮河、黃河、海河四大流域。先期實施
東、中線一期工程，東線一期工程已於去年
通水。解決西北乾渴問題的西線工程仍在規
劃中。 ■新華社

國家公祭今舉行 南京全城默哀一分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 朱

皓、實習記者 于戈子琦）今天是首
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公
祭儀式將於今日上午10時，在江蘇南
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
館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將會出席。

17遇難者叢葬地同步公祭
紀念館館長朱成山介紹，奏唱國歌

後，南京主城區範圍內道路上行駛的
機動車應當停駛鳴笛致哀1分鐘，火
車、船舶同時鳴笛致哀。路上行人和
公共場所的所有人員原地默哀1分
鐘。他說，與往年由江蘇警衛戰士向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敬獻花圈不同的
是，今年是國家儀仗隊敬獻。此外，
背景音樂也將由軍樂隊現場演奏。另
據了解，參加儀式的各界人士需憑證
件經安檢進入。只可穿黑或深藏青色
外衣，禁止帶手機、包、相機、帽子
及圍巾。大屠殺紀念館舉行公祭儀式

的同時，南京北極閣、正覺寺等17處
大屠殺遇難者叢葬地也將同步舉行公
祭，下午將舉行世界和平法會，傍晚
舉行為死難者守靈暨燭光祭活動。

公祭期間安保升級
國家公祭期間，南京安保也全面升

級，比南京青奧會更加嚴格。公祭日
當天，紀念館周邊還將進行交通管
制。由於安保需要，舉行儀式紀念館
附近的雲錦路地鐵站已全面實行安
檢，儀式當天7點至13點臨時關閉。
根據南京市政府的公告，公祭期間，
南京行政區域內禁止使用輕型和超輕
型固定翼飛機、輕型直升機、滑翔機
等小型航空器和空飄物的飛行活動。
記者昨日赴紀念館，已看到紀念館

及附近道路上佈置了國家公祭日主題
標語牌，路旁花壇中也栽有黃色的菊
花烘托氣氛。江蘇淮安一名92歲抗戰
老兵一早特意坐長途車來到南京。他

說，作為與侵華日軍抗戰過的軍人，
一定要來看望當年被殺死的同胞，
「我們都不能忘了那段歷史，國家公
祭太有必要了」。

■92歲抗戰老兵從外地趕來祭奠77
年前遇難的同胞。 許娣聞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駱佳 鄭州報道）

在完成了世界水利移民史上強度最大的

移民搬遷、世界規模最大的U型輸水渡

槽工程、世界難度最高的穿越江河技術

後，歷時11年建設的南水北調中線一期

工程昨日正式通水。當日下午 2時 32

分，隨着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總開關」

淅川陶岔引水閘三孔閘門緩緩升起，清

澈的丹江水噴湧而出，困擾華北地區幾

十年的水資源匱乏問題得到極大改善，

惠及近億人。

北方黃淮海流域工農業極為密集，人口和
GDP約佔全國三分之一強，而人均水資源

量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屬於世界上極
度缺水地區。這影響着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中線工程主要解決京、津、冀、豫四省（市）的
嚴重缺水問題。

6,000萬人同飲漢江水
南水北調規劃確定了南水北調東線、中線、西線
三條調水線路。中線一期工程從大壩加高擴容後的
丹江口水庫引水，沿線開挖渠道直通北京，渠道全
長1,277公里；天津幹渠自河北省徐水縣總幹渠上
分水向東至天津外環河，全長155公里。工程分兩
期實施，目前正在建設的一期工程年調水量95億
立方米，相當六分之一條黃河，其中河南省37.7億
立方米，河北省34.7億立方米，北京市12.4億立
方米，天津市10.2億立方米，京津冀豫6,000萬人
未來將喝上漢江水。二期工程建成後調水量增加至
130億立方米。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和環保部早
前聯合通報了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質保護情況，目
前庫區和入庫河流水質整體為優。

中線工程具里程碑意義
中線在整個南北調中具有里程碑意義，它包括
開鑿中國現代最大人工運河，即南水北調中線引
江濟漢工程。河南鄭州以西30公里處的中線穿黃
工程難度最大，工人們用了8年時間，在黃河底
下打通了兩條4,000多米長的隧洞，實現江水從黃
河南岸輸送至北岸。
據了解，此次中線正式通水沒有官員參加儀
式，也沒有慶祝活動。有消息稱，未來幾天各中
線工程參與省份還會分別舉行各自的通水儀式。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昨日下午正式通水，在河南省淅川縣陶岔渠
首，丹江水開始流往北京。 許安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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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水河渡槽已做好準備。 新華社

■新一期《科學》雜誌以鳥基因組題
材作封面。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