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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生態嬗變 江豚頻現視野
5年逾八千沿江化工企徹底改造 首消除劣Ⅴ類水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央提出長江經濟帶「共抓大保

護、不搞大開發」戰略決策至今已滿5年，國家發改委5日公布數據表示，

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保護發生轉折性變化。過去5年，一大批高污染高耗能

企業被關停取締，沿江化工企業關改搬轉（含關閉、改造、搬遷或轉產）

超過八千家，2020年長江流域首次實現消除劣Ⅴ類水體，「十年禁漁」全

面實施，生物多樣性退化趨勢初步得到遏制，有微笑天使之稱的江豚越來

越多出現在人們視野中。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
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事關發展

全局的重大戰略。2016年1月5日，習近平在
重慶主持召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
提出「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戰略定位和
「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戰略導向。
此後，習近平先後兩次主持召開推動長江經
濟帶發展的座談會。2020年11月14日習近平
在南京召開的全面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
會上提出，長江經濟帶要成為「生態優先綠
色發展主戰場」、「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主
動脈」、「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主力軍」。

提高資源利用率推低碳發展
國家發改委基礎司司長羅國三在5日舉行
的專題發布會上表示，過去長江沿江省市曾
過度追求經濟快速增長，忽視環境容量有限
性和生態承載脆弱性，導致生態環境嚴重透
支。過去五年，沿江省市和有關部門把修復
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長江經濟帶
生態環境保護發生轉折性變化，兩岸綠色生
態廊道逐步形成。
隨着長江生態修復取得積極進展，下一步
是否將更加強調發展呢？羅國三對此表示，
要繼續把保護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
位置，強化國土空間管控和負面清單管理，
嚴守生態紅線，持續開展生態修復和環境污

染治理工程，在嚴格保護生態環境的前提
下，全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加快推動綠色
低碳發展，努力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
色發展示範帶。
同時，要求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暢

通國內大循環，構築高水平對外開放新高
地，加快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
保護傳承弘揚長江文化。

倡沿江省市發展新興產業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綜合協

調組組長王善成則提出，將推動長江流域以化
工為代表的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鼓勵和支持沿
江省市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
業、新材料、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同時加大
執法檢查力度，嚴厲查處肆意破壞環境、偷排
直排、非法捕撈等違法行為，及時向社會公布
案件處理結果，形成有力震懾。
王善成說，目前，個別地方對長江大保護

認識不夠，存在以破壞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
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一些企業違法違規超
標排污，同時還存在大量低端落後產能，有
的城市污水處理廠和管網建設滯後，污水直
排江河，有的地方長期開採礦產後尾礦庫治
理難度大，一些地方監管有缺陷，企業違法
成本低於守法成本，偷排漏排現象屢禁不
止。

依據地表水水域環境功能和保護目標，中國的地表水按功能高低分為五
類，類別越高，水質越差。簡而言之，「劣V類水」就是污染程度已超過
V類的水，如果水質指標當中有一項達不到五類，那麼整體水質就要被判
為劣五類。 ●《成都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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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水安全保障將構「四張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粵

港澳大灣區水安全保障規劃》近日由
水利部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
辦公室聯合印發。規劃提出了構建大
灣區水安全保障「四張網」——供水
保障網、防洪減災網、全區域綠色生
態水網、現代化智慧監管服務網的主
要任務。
規劃提出，到2025年，大灣區水安全
保障能力進一步增強，珠三角九市初步
建成與現代化進程相適應的水利現代化
體系，水安全保障能力達到國內領先水
平。
到2035年，珠三角九市水安全保障能
力躍升，水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水平顯

著提升，水生態環境狀況全面改善，防
範化解水安全風險能力明顯增強，防洪
保安全、優質水資源、健康水生態和宜
居水環境目標全面實現，水安全保障能
力和智慧化水平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流域層面加強水資源統一調度
規劃提出了大灣區水安全保障總體布

局。流域層面，加強西江、北江和東江
流域中上游水土保持和水源涵養，加強
流域防洪及水資源統一調度，強化幹流
及重要支流的保護與治理；灣區層面，
形成「一屏、一核、一帶、三廊」水安
全保障總體格局；城市群和城鎮層面，
優化提升四個中心城市的水安全保障能

力，夯實七個重要節點城市水安全保障
基礎，因地制宜提高特色城鎮水安全保
障水平。
規劃提出，構建大灣區水安全保障

「四張網」主要任務：打造一體化高質
量的供水保障網，構築安全可靠的防洪
減災網，構建全區域綠色生態水網和構
建現代化的智慧監管服務網。
規劃由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員會組織編

制完成。水利部珠江委表示，下一步將
準確把握大灣區戰略對水安全保障的總
體要求，聚焦補短板、強監管，扎實做
好大灣區水安全保障各項工作，全面提
升大灣區水安全保障水平，助力大灣區
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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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中國生態環境部5日消息，中國碳
市場第一個履約周期正式啟動，首
個履約周期涉及全國2,225家發電
行業重點排放單位。
為推動溫室氣體減排，規範全國

碳排放權交易及相關活動，生態環
境部5日公布《碳排放權交易管理
辦法（試行）》。該辦法適用於全
國碳排放權交易及相關活動，包括
碳排放配額分配和清繳，碳排放權
登記、交易、結算，溫室氣體排放
報告與核查等活動，以及對前述活
動的監督管理。
生態環境部表示，根據國家溫室

氣體排放控制要求，綜合考慮經濟
增長、產業結構調整、能源結構優
化、大氣污染物排放協同控制等因
素，制定碳排放配額總量確定與分
配方案。
按要求，碳排放配額分配以免費

分配為主，可以根據國家有關要求
適時引入有償分配。
碳排放權交易作為控制溫室氣體

排放的一種市場化手段，相對於行
政手段具有全社會減排成本較低、
能夠為企業減排提供靈活選擇等優
勢。國際實踐表明，碳市場是控制
溫室氣體排放的有效手段之一。

試點碳市場累計成交額近100億
此前，生態環境部印發規範性文

件《2019-2020年全國碳排放權交
易配額總量設定與分配實施方案
（發電行業）》，公布了包括
2,225家發電企業和自備電廠在內
的《納入2019-2020年全國碳排放
權交易配額管理的重點排放單位名
單》。
2011年以來，中國在北京、天

津、上海、重慶、湖北、廣東、深
圳等地開展了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
作。截至2020年11月，試點碳市
場共覆蓋電力、鋼鐵、水泥等20
餘個行業近 3,000 家重點排放單
位，累計配額成交量約為4.3億噸
二氧化碳當量，累計成交額近100
億元人民幣。

12部門發文促釋放農村消費潛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為進
一步促進大宗消費、重點消費，更大釋
放農村消費潛力，近日，商務部等12
部門聯合印發《關於提振大宗消費重點
消費促進釋放農村消費潛力若干措施的
通知》。
《通知》提出五個方面工作任務：一
是穩定和擴大汽車消費。釋放汽車消費

潛力，鼓勵有關城市優化限購措施，增
加號牌指標投放。改善汽車使用條件，
加強停車場、充電樁等設施建設，鼓勵
充電樁運營企業適當下調充電服務費。
二是促進家電傢具家裝消費。激活家電
傢具市場，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對淘汰舊
家電傢具並購買綠色智能家電、環保傢
具給予補貼。

三是提振餐飲消費。完善相關扶持政
策，促進綠色餐飲發展。鼓勵餐飲企業
豐富提升菜品，創新線上線下經營模
式。完善餐飲服務標準，支持以市場化
方式推介優質特色飲食。四是補齊農村
消費短板弱項。完善農村流通體系，以
擴大縣域鄉鎮消費為抓手帶動農村消
費，加強縣域鄉鎮商貿設施和到村物流

站點建設。優化農村消費環境，規範農
村市場秩序。五是強化政策保障，鼓勵
各地通過財政補助、金融支持等手段推
動非國有房屋出租人加大租金減免力
度。
《通知》要求，各地區、各有關部門

要切實加強組織領導，明確責任分工，
細化工作舉措，推動相關政策措施盡快
落地見效，進一步促進消費回升和潛力
釋放。

中國量子精密測量獲重要進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

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獲悉，該校郭光燦
院士團隊李傳鋒、項國勇研究組與香港
中文大學袁海東教授合作，近期在量子
精密測量實驗中同時實現3個參數達到
海森堡極限精度的測量，測量精度比經
典方法提高13.27分貝。國際知名學術期

刊《科學．進展》日前發表了該成果。
單參數量子精密測量是量子精密測量

中最簡單的問題，近30年來國際學界
對此有深入的理論和實驗研究，在引力
波探測等問題中進行了應用。但是，多
參數量子精密測量要複雜得多，每個參
數的最優測量方案一般不兼容，參數之

間存在精度制衡。如何實現多參數的最
優測量，是當前國際量子精密測量科研
的前沿問題之一。

實現3參數達海森堡極限最優測量
為消除參數之間的精度制衡，中國研
究人員近期創新方法，將單參數測量實

驗中控制增強的次序測量技術應用到多
參數測量中。他們通過調控量子系統動
力學演化，解決了量子比特正演化算
法中3個參數之間的精度制衡問題，實現
3個參數同時達到海森堡極限的最優測
量，精度比經典方法提高了13.27分貝。
據介紹，這項研究成果對推動量子精

密測量與海森堡不確定性關係交叉發展
具有重要意義，相關技術在實際測量中
具有重要潛在應用價值。

「帶路」科創行動計劃已建19聯合實驗室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
從5日在北京召開的2021年全國科技工
作會議上獲悉，「一帶一路」科技創新
行動計劃已建設19家聯合實驗室，基
本建成一體化技術轉移網絡。
中國科學技術部部長王志剛當天在會
上作工作報告介紹說，2020年，中國扎

實推進國際科技合作和人才交流，務實
開展對美科技交流合作，聯合制定中歐
科研創新合作路線圖，舉辦中俄科技創
新年，召開第二屆中國—拉美和加勒比
國家科技創新論壇。支持在腦科學等領
域發起大科學計劃。深入實施「一帶一
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建設19家聯

合實驗室，基本建成一體化技術轉移網
絡。
他指出，「十三五」時期，中國科技

開放合作邁出主動布局新步伐，政府間
科技合作穩步發展，與多個國家建立創
新對話機制，深入實施科技合作夥伴計
劃。圍繞牽頭組織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

科學工程，加強氣候變化、空間、健
康、能源、農業等國際合作。深度參與
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平方公里陣列射
電望遠鏡等大科學工程。「一帶一路」
科技創新合作成效明顯。
王志剛表示，中國科技2021年要重

點做好11個方面工作，其中之一就是
要堅持開放包容互惠共享，加快提升科
技創新國際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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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位於上海長寧區的上海
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同仁醫院員工食堂

裏，醫生們正通過數字人民幣「硬錢包」，
實現點餐、消費、支付一站式體驗。不同於此

前使用手機支付數字人民幣，此次脫離手機的可
視卡式硬錢包首次亮相。
一大早，同仁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醫生于亦
鳴結束了夜班後，來到員工餐廳購買早餐。他取
出一張帶有顯示屏的卡片，在員工餐廳的支付終

端上輕輕一碰，即刻完成了支付。
「第一次用數字人民幣消費，感覺很方便，而且
能夠看到餘額，很放心。」于亦鳴說。記者看到，
硬錢包卡片右上角的水墨屏窗口中，消費金額、卡
片餘額、支付次數一目了然。據介紹，本次試點是
繼深圳、蘇州手機掃碼、碰一碰支付之後，第一次
實現脫離手機的可視卡式的硬錢包支付模式，這為
運用智能終端困難的人群使用數字人民幣、跨越數
字鴻溝提供了可能。 ●圖/文：新華社

數 字 人 民 幣 可 視 卡 亮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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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十年禁漁」全面實施，生物多樣性退化趨勢初步得到遏制。圖為早前漁政執法船隊從長江武漢段江面駛過。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