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十一」火箭今年將執海上發射「首秀」

環保部研藍天保衛戰三年計劃
去年空氣達標城市不足三成 仍續主攻京津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 「大氣十條」實施五年收官，而針

對大氣污染治理的戰役仍在繼續。環境保

護部大氣環境管理司司長劉炳江27日在環保部例會上透露，

環保部正在研究起草藍天保衛戰三年作戰計劃，京津冀及周

邊地區仍是主攻陣地，主攻方向是產業機構、能源結構、交

通結構問題。

在大氣污染治理過程中，許多企
業被停產、限產，有人質疑經

濟損失過大。對此，劉炳江回應，
2017年是環保執法力度最大的一
年，也是清理整頓「散亂污」企業
力度最大的一年，但在2017年中國
工業生產增速扭轉了連續六年下降
的態勢。他說，對「散亂污」企業
綜合整治，換來環境質量改善，促
進了動能轉換，提升了城市品位，
從更深層次激活了生產要素，達到
「一石多鳥」的目標。
劉炳江表示，氣候等因素將導致
霧霾發生更加頻繁，多數城市環境
空氣質量超標，2017年全國338個
地級及以上城市中只有99個城市達
標，僅佔29.3%，重污染過程仍然
多發。今年以來，京津冀及周邊地
區已發生四次重污染過程，重度以
上污染天數比例為13.8%。

聚焦產業能源交通
劉炳江指出，中國大氣污染防治
工作已經進入攻堅期，為此要研究
制定打贏藍天保衛戰作戰計劃，明
確具體戰役及其時間表和路線圖，
持續改善空氣質量。他進一步介
紹，三年作戰計劃具體包括主攻陣
地、主攻方向和突破點，主攻陣地
是京津冀及周邊等重點區域，主攻
方向是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
結構問題。突破點就是聯防聯控，
重點解決重污染天氣。
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將繼續開
展散亂污企業綜合整治，淘汰落後

產能並化解過剩產能，包括對城區
內重污染企業搬遷，環保部會在全
國範圍內繼續排查散亂污企業，進
行綜合整治，同時加強環保執法監
管，提高污染物排放標準。能源結構
調整方面，重點進行散煤治理，要以
此為突破口，持續推進重點地區的煤
炭消費總量控制。交通結構方面，
重點將進行大宗物流由公路運輸向
鐵路運輸調整，並通過車油路聯動
措施提高機動車排放控制水平。

治霾八成靠人努力
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攻關聯合中心

副主任、中國工程院院士賀克斌介
紹，經氣象、環境、能源多個領域
的專家院士定量分析，五年來，中
國空氣質量改善，「人努力」貢獻
佔80%，「天幫忙」貢獻佔20%。
這位專家還指出，科研表明，燃
煤、工業生產和機動車是京津冀和
周邊地區秋冬季重污染的主要來
源。下一步，28個科研組將配合藍
天保衛戰為「2+26」城市制定「一
市一策」的三年作戰計劃。
賀克斌說，環保部會同有關部門

及地方在去年9月初正式啟動大氣
重污染成因與治理攻關項目。目前
已成立了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攻關聯
合中心，建立了由1,500名左右優
秀科學家和一線科技工作者組成的
攻關隊伍，成立了28個跟蹤研究工
作組，這28個工作組針對「2+26」
城市，在一個城市派駐一個工作
組，稱為「一市一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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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遇跨年霾
司長「壓力大」

2017 年是「大氣十
條」（指2013年國務院
印發的《大氣污染防治

行動計劃》）實施五年收官之年，但是內地
開年初就遭遇了一場大範圍重霧霾天氣，導
致許多人覺得大氣治理目標很難完成。
在27日環保部例會上，環境保護部大氣
環境管理司司長劉炳江提起這場霧霾坦言感
到「壓力很大」，他續指「跨年霾發生後，
大家治霾的信心也都受到了影響，辛辛苦苦
的四年，結果在收官之年一開始，就出現了
大幅污染反彈。」

超強執行力「轉危為機」
但壓力也帶來了巨大的動力，如今，「大
氣十條」確定的各項空氣質量改善目標得到
實現。他表示，攻堅戰最大的特點就是超強
的執行力，環保部門和各級政府就是要把責
任壓實了，把執行落實到位，探索出來一條
打好污染攻堅戰的路子。
為此，環保部出台了包括以下六項措施在

內的行動方案和攻堅方案。首先，是針對散
亂污企業整治，去年共計整治完成涉氣的散
亂污6.2萬家；其次，針對燃煤的污染，一
年內「2+26」城市完成電代煤、氣代煤397
萬戶，替代散煤1,000多萬噸以上；第三，
針對機動車污染，開展機動車綜合治理，所
有環渤海的港口全部停止接收運煤大卡車，
北京過境的車輛每天少了4,000多輛；第
四，針對降塵污染，去年北京提出來「不摘
黑帽子就摘烏紗帽」，提升了降塵控制效
果；第五，錯峰生產，在冬季居民采暖季提
出來工業企業錯峰生產和交通錯峰運輸；第
六，針對重污染天氣應對，用三個多月的時
間，減排清單企業由9,000多家增加到5萬
多家，當出現涉及多省市的區域性重污染天
氣過程時，由國家發佈預警提示，各省、城
市按照當地應急預案及時啟動預警。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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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起徵環保稅 首批納稅人逾26萬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稅務總

局27日對外發佈，2018年中國最新亮相的環
境保護稅將於4月1日迎來首個徵稅期，目前
全國各地稅務機關共識別認定環境保護稅納稅
人26萬多戶。

已培訓逾七成納稅人
2018年1月1日起環境保護稅法正式施行，
中國歷史上有了首個以環境保護為目標的稅
種。環保稅實行按季申報。國家稅務總局財產
和行為稅司副司長孫群介紹，目前全國已累計
輔導環境保護稅納稅人超七成。
「能否確保環境保護稅首個徵期平穩順

利，是關係到環境保護費稅制度轉換成功落地
的關鍵。」孫群在當天舉行的國家稅務總局第
一季度稅收政策解讀新聞發佈會上說。
根據環保稅法，環保稅的徵稅範圍為直接

向環境排放的大氣、水、固體和噪聲等污染
物。

「不直接排污」無須納稅
環保稅的納稅人，則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領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其他海域，直接
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
生產經營者。這意味着，不直接向環境排放應
稅污染物的，不繳納環保稅。居民個人也不屬
於納稅人，不用繳納環保稅。
如何減輕納稅人的報稅負擔也有助於新稅

種平穩落地。孫群介紹，環境保護稅納稅申
報表圍繞「簡潔、減負」優化設計，由原來
排污費按不同行業制定調整為按「水、氣、
聲、渣」四類污染物制定，申報表大幅精
簡，減少報表數量和納稅人填報字段量近三
分之二，同時有效減輕了納稅人的填報和計
算負擔。
他說，目前已基本完成網絡報稅系統與金

稅三期核心徵管系統的聯調測試，確保首個徵
期納稅人能足不出戶進行網上申報。

■■內地針對大氣污染治理的戰役仍在繼內地針對大氣污染治理的戰役仍在繼
續續。。圖為北京市民戴口罩出行圖為北京市民戴口罩出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18年，中國
運載火箭將實現海上發射「首秀」。記者27日從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獲悉，長征十一號運載火箭
（以下簡稱「長十一」火箭）今年將執行5次發
射，包括4次陸上發射和1次海上發射。
「長十一」火箭總指揮楊毅強介紹，2018年
「長十一」火箭計劃執行「4+1」的發射計劃。
其中，4次陸上發射均是面向民營衛星公司的
「全商業」發射；海上發射將是中國運載火箭的
海上「首秀」，進軍新的服務領域將進一步滿足

低傾角軌道衛星的發射需要，進一步提高火箭的
任務適應性。

價格低廉能力強 補商業航天短板
「『長十一』火箭有強大的快速響應能力和相

對低廉的價格，在商業航天的領域內，可以向市
場提供更完善到位的服務。」楊毅強介紹。
近年來，近赤道、低軌道傾角衛星的發射需求

日趨旺盛。在臨近赤道的地方發射這類衛星，不
僅能節省衛星調姿變軌的燃料，還會最大限度地

利用地球自轉的力量，為火箭省力，或讓火箭能
夠運載更重的衛星，最終實現降低發射或衛星運
營成本的目的。
在中國，即使是最南端的文昌航天發射場也在北

緯19度。對於一些5度甚至更小傾角的發射任務，
可選擇在赤道附近的海上發射，從而填補中國火箭
進入空間能力的空白，提供更豐富的商業發射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2017年度中國科學十大進展27
日在北京揭曉。實現星地千公里級量
子糾纏和密鑰分發及隱形傳態等十項
中國科學家的重大科研成果入選。其
中兩項有關量子科學，顯示出中國科
研團隊在該領域的優勢。
該評選由國家科技部高技術研究發

展中心舉辦，迄今已舉辦13屆。 今屆
的十大科學進展，有兩項關於量子科
學的項目入選。實現星地千公里級量
子糾纏和密鑰分發及隱形傳態項目，
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潘建偉和彭承志
研究組聯合中科院王建宇研究組等，
利用「墨子號」量子衛星在國際上率
先實現了千公里級星地量子糾纏和密

鑰分發及隱形傳態，為中國在未來繼
續引領世界量子通信技術發展和空間
尺度量子物理基本問題檢驗前沿研究
奠定了堅實的科學與技術基礎。利用
量子相變確定性製備出多粒子糾纏態
項目，由清華大學物理系尤力和鄭盟
錕研究組完成。
十大科學進展其他項目還包括，將

病毒直接轉化為活疫苗及治療性藥
物；首次探測到雙粲重子；實驗發現
三重簡並費米子；實現氫氣的低溫制
備和存儲；研發出基於共格納米析出
強化的新一代超高鋼；發現新型古人
類化石；酵母長染色體的精準定製合
成；研製出可實現自由狀態腦成像的
微型顯微成像系統等。

中國年度科學十大進展揭曉中國年度科學十大進展揭曉 量子科學入選量子科學入選

■■20172017年度中國科學十大進展昨日在北京揭曉年度中國科學十大進展昨日在北京揭曉。。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穗白雲機場第二航站樓4月啟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

道）廣東省機場集團27日透露，廣州白
雲機場二號航站樓（T2）將於4月26日
全面啟用。

年旅客吞吐量翻倍
據了解，T2設計年旅客吞吐量達

4,500萬人次，比第一航站區多2千萬
人，預計白雲機場2018年旅客吞吐量將

達到7,000萬人次。白雲機場去年客量
達到6,584萬人次，增長10.2%；其中
國際級地區旅客增長接近20%，達到
1,589萬人次，新開及加密國際航線23
條，增加新航點7個。
T2已於2月上半月通過驗收，啟用

後將大規模推行智能服務設備，包括
128台自助值機設備、56台自助托運行
李設備，並於今年內在安檢、登機口

全面上線人臉識別系統；隨後也將對
一號航站樓在智能服務方面進行進一
步改造。
廣東省機場集團計劃2025年基本實

現「世界一流機場集團」目標，屆時白
雲機場客量預計可達1億人次、貨量達
到 350萬噸，力爭同步進入全球前 5
位；國際航線達到220條，國際旅客佔
比達到30%以上。

小啟
因版面安排關係，「神州大地」今日暫

停一期。

■■廣州白雲機場第二航站樓效果廣州白雲機場第二航站樓效果
圖圖。。 廣東省機場集團供圖廣東省機場集團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