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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五版）

2.载人航天。

——利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与欧

洲空间局合作开展伽马暴偏振探测研究，

在“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期间与法国

合作开展微重力环境下人体医学研究，与

欧洲航天员中心联合进行洞穴训练、海上

救生训练。

——完成中国空间站首批空间科学国

际合作实验项目遴选，围绕空间科学实验、

空间站舱段研制与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开

展技术合作与交流。

3.北斗导航。

——推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美

国全球定位系统、俄罗斯格罗纳斯系统、欧

洲伽利略系统协调发展，在兼容与互操作、

监测评估、联合应用等领域深入合作。

——推动北斗国际标准化工作，相继

进入民航、海事、国际搜救、移动通信、电工

委员会等多个国际组织标准体系。

——推动北斗系统全球服务，与阿盟、

非盟分别建立北斗合作论坛机制，在突尼

斯建成首个海外北斗中心，与巴基斯坦、沙

特阿拉伯、阿根廷、南非、阿尔及利亚、泰国

等国家开展卫星导航合作。

4.深空探测。

——与俄罗斯联合发起国际月球科研

站计划，启动中俄月球与深空探测联合数

据中心建设，推动中国“嫦娥七号”月球极

区探测任务与俄罗斯月球—资源—1 轨道

器任务联合实施。

——利用月球探测工程“嫦娥四号”任

务，与俄罗斯、欧洲空间局开展了工程技术

合作，与瑞典、德国、荷兰、沙特开展了科学

载荷合作。启动月球探测工程“嫦娥六号”

任务国际载荷搭载合作。

——利用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

务，与欧洲空间局开展了工程技术合作，与

奥地利、法国开展了科学载荷合作。与美

国建立火星探测器轨道数据交换机制。启

动小行星探测任务国际载荷搭载合作。

——与欧洲空间局、阿根廷、纳米比

亚、巴基斯坦开展月球与深空探测领域的

测控合作。

5.空间技术。

——联合研制并成功发射中法海洋卫

星、中巴（西）地球资源 04A 星、埃塞俄比亚

遥感微小卫星，为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功

搭载发射大学生小卫星。持续推进埃及二

号遥感卫星等联合研制。

——完成巴基斯坦遥感卫星一号、委

内瑞拉遥感卫星二号、苏丹一号遥感卫星、

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等在轨交付。

——为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阿根

廷、巴西、加拿大、卢森堡等国家提供卫星

搭载发射服务。

——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

根廷、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国家开展宇航

产品技术合作。

——助力发展中国家航天能力建设。

与埃及、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国家合作建

设卫星研制基础设施。推动“一带一路”空

间信息走廊建设，向发展中国家开放中国

空间设施资源。

6.空间应用。

——建立风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防灾

减灾应急保障机制，中国气象卫星数据广

泛应用于 121 个国家和地区。

——签署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合作

协定。与欧洲空间局开展对地观测卫星数

据交换合作。建设中国—东盟卫星信息

（海上）服务平台和遥感卫星数据共享服务

平台。与老挝、泰国、柬埔寨、缅甸等国家

共同建设澜沧江—湄公河空间信息交流

中心。

——与玻利维亚、印度尼西亚、纳米比

亚、泰国、南非等国家合作建设卫星数据接

收站。

——积极参与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

章机制，为近 40 个国家的减灾提供卫星遥

感数据近 800 景，新增 8 颗（座）卫星和星座

作为值班卫星和星座，提升国际社会防灾

减灾能力。

——积极开展卫星应急监测和服务，

针对 15 个国家的 17 次重特大灾害事故启

动应急监测，就 2018 年阿富汗大旱、2018
年老挝溃坝事故、2019 年莫桑比克台风向

受灾国相关部门提供监测产品服务。

——发布《中国面向全球的综合地球

观 测 系 统 十 年 执 行 计 划（2016—2025
年）》，担任地球观测组织 2020 年轮值主席

国，推动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建设。

—— 参 与 国 际 空 间 气 候 观 测（SCO）

平台机制，推动中国利用空间技术应对气

候变化的最佳实践，助力国际空间气候观

测合作。

7.空间科学。

——与瑞士、意大利、奥地利、英国、日

本等国家联合开展“悟空”号、“墨子”号、

“实践十号”和“慧眼”等科学卫星的联合科

学研究和实验。

——联合研制并成功发射中意电磁监

测试验卫星，持续推进中欧太阳风—磁层

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中法天文卫星、中

意电磁监测卫星 02 星联合研制，与意大

利、德国等国家开展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

爱因斯坦探针、增强型 X 射线时变与偏振

空间天文台等科学卫星有效载荷的联合研

制和定标。

——利用中国—巴西空间天气联合实

验室，共同建设南美地区空间环境综合监

测研究平台。

8.人才与学术交流。

——参与国际宇航联合会、国际空间

研究委员会、国际宇航科学院、国际空间法

学会等活动，举办全球空间探索大会、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第十三届大会、

中国/联合国航天助力可持续发展大会、文

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珠海论坛、北斗规模

应用国际峰会、风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大

会等。

——助力发展中国家人才培养。依

托联合国空间科技教育亚太区域中心（中

国）为 60 余个国家培养了近千名航天人

才，并建立“一带一路”航天创新联盟和中

俄工科大学联盟；通过发展中国家技术培

训班等渠道，促进遥感与导航方向的人才

交流。

——通过中欧空间科学研讨会、中欧

空间科技合作对话、中欧“龙计划”等渠道，

促 进 空 间 科 学 、遥 感 与 导 航 方 向 的 科 技

交流。

（三）未来合作重点

未来五年，中国将以更加积极开放的

姿态，拓展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在以下重

点领域广泛开展国际空间交流与合作：

1.外空全球治理。

——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参与外空

国际规则制定，共同应对外空活动长期可

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积极参与空间环境治理、近地小

天体监测与应对、行星保护、太空交通管

理、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国际议题讨

论和机制构建。

——开展空间环境治理合作，提高太

空危机管控和综合治理效能，支持与俄、美

等国及有关国际组织开展外空治理对话，

推动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空间科学观测台

建设。

2.载人航天。

——依托中国空间站，开展空间天文

观测、地球科学研究，以及微重力环境下的

空间科学实验。

——推动开展航天员联合选拔培训、

联合飞行等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3.北斗导航。

——持续参加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国际委员会有关活动，推动建立公正合

理的卫星导航秩序。

——积极推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其

他卫星导航系统、星基增强系统的兼容与

互操作合作，促进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兼容

共用。

——重点推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

合作与交流，共享北斗系统成熟应用解决

方案，助力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4.深空探测。

——重点推进国际月球科研站合作，

欢迎国际伙伴在项目的各个阶段、在任务

的各个层级参与国际月球科研站的论证和

建设。

——拓展在小行星、行星际探测领域

合作。

5.空间技术。

——支持卫星工程和技术合作，完成

埃及二号卫星联合研制，发射中法天文卫

星 、中 意 电 磁 监 测 卫 星 02 星 ，推 动 中 巴

（西）资源系列后续卫星合作。

——开展航天测控支持合作，继续开

展与欧洲空间局在测控支持领域合作，进

一步推进地面站网建设。

——支持商业航天国际合作，包括发

射服务，以及卫星整星、卫星及运载火箭分

系统、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地面设施设备

等产品技术合作。重点推动巴基斯坦通信

卫星研制，以及巴基斯坦航天中心、埃及航

天城建设合作进程。

6.空间应用。

——推动中国气象卫星数据全球应

用，支持中法海洋卫星数据向世界气象卫

星组织开放，推动“张衡一号”电磁监测卫

星数据全球共享和科学应用。

——推动“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建

设，加强遥感、导航、通信卫星的应用合作。

——推动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数据共享

服务平台建设。

——推动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建设

与应用。

——参与空间气候观测平台建设与

实践。

7.空间科学。

——依托深空探测工程，利用地外样

品和探测数据，开展空间环境、行星起源演

化等领域的联合研究；通过联合国向国际

社会开放“嫦娥四号”卫星科学数据。

——推动空间科学卫星联合研制，开

展以暗物质粒子、太阳爆发活动及其影响、

空 间 引 力 波 等 为 重 点 的 空 间 科 学 探 索

研究。

8.人才与学术交流。

——开展航天领域人员交流与培训。

——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和

论坛。

结束语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高度重视

并大力发展航天事业，世界航天进入大发

展大变革的新阶段，将对人类社会发展产

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将加快推进航

天强国建设，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继续同各国一道，积极参与外空全球治理

与交流合作，维护外空安全，促进外空活

动长期可持续发展，为保护地球家园、增

进民生福祉、服务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街道梨树园

南苑的一家早餐店里，全国人大代表、梨树园

社区居委会主任余梅和工作人员正在向饭店

老板和就餐客人发放“节约粮食从我做起”的

宣传小册子。“倡导节约粮食非常必要，我们

要加大宣传力度，减少餐饮浪费。”余梅说。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贴海报、录视频、发放宣传品……春节临

近，各地开展“光盘行动”公益宣传，在全社会

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一直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

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021 年 4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条文。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袁

杰表示，反食品浪费法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食品浪费重点环节、重点场景、重点对象作

出有针对性的规定，约束公务用餐，规范餐饮

服务经营者、餐饮外卖平台的餐饮服务行为，

加强单位食堂和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管

理，明确食品经营者等的责任。在规范的同

时，反食品浪费法倡导个人和家庭形成科学

健康、物尽其用、防止浪费的良好习惯。通过

明确各相关主体的责任，反食品浪费法建立

制止餐饮浪费的长效机制，发挥法治的引领

和推动作用，为公众确立餐饮消费、日常食品

消费的基本行为准则。

反食品浪费法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

为基本原则，有明确的宪法依据。《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宪 法》规 定 ：国 家 厉 行 节 约 ，反 对 浪

费。“反食品浪费法强调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表达了立法机关严格遵守宪法的政治态度和

宪法意识。”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表

示，反食品浪费法为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组

织做好反食品浪费的相关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行为规范。

反食品浪费法突出社会共治原则，努力构建政府领导、部门协作、

行业引导、媒体监督、公众参与的反食品浪费社会共治机制。“社会共治

机制是反食品浪费法的一个亮点，将对我国依法推进反食品浪费工作

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旭说。

“去年，针对反食品浪费法立法，我们社区基层立法联系点专门组

织了座谈。居民对这项立法纷纷点赞，并建议可以结合不同领域、不同

行业、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推广餐饮理性、绿色消费理念。”余梅介绍。

当前，餐饮外卖平台日益成为人们食品消费的重要渠道之一。为

了加大外卖平台的反食品浪费力度，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要求，餐饮外卖

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餐饮服务经营者通过餐饮

外卖平台提供服务的，应当在平台页面上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分量、规格

或者建议消费人数等信息。“各类外卖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反食品浪

费法要求，严格抓好反食品浪费工作，适应新形势下人民群众的消费和

餐饮习惯。”王旭表示。

“有关部门和地方需要进一步细化配套规定。对于违反法律的禁

止性规定，仍然浪费食品的，有关部门应敢于亮剑、依法惩治，切实维护

法律尊严，以保障反食品浪费法的有效贯彻实施。”孙佑海表示。

“要利用多种渠道宣传制止餐饮浪费，倡导文明、健康、科学的饮

食文化。”余梅建议，有关部门应借助网络平台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

立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号召餐饮服务经营者对消费者多一些“餐

前少点、吃完再点、剩餐打包、避免浪费”的提醒，让文明就餐成为全

民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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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午过后，广东云浮市年逾八旬的梁

绍棠夫妇来到自家田边，只见农业科技公

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地里播种油菜，干得热

火朝天。

“这是冬种的作物，晚造水稻立冬那

几天就割了，我家这点田，两造打了 3800
斤呢！”梁绍棠仍禁不住喜上眉梢。

1 年 多 前 ，眼 前 这 块 地 还 是 泥 里 滚

石 、杂 草 丛 生 。 老 两 口 上 了 岁 数 ，儿 女

外 出 打 工 没 时 间 ，家 里 两 亩 四 分 地 ，一

荒 就 是 五 六 年 ，直 到 同 村 乡 邻 张 美 兰

上门。

2020 年 11 月，地处粤北山区的云浮

市新兴县簕竹镇，做了一次逐村逐户的摸

底排查，一查吓一跳——全镇被抛荒弃耕

的耕地有 1025 亩，时间长的达 8 年，在耕

土地中，粮食种植比例也大幅压缩。

“外面机会多，青壮劳动力出去打工

也便利。留在村里的，也多以养鸡为主，

效益高、风险小。”簕竹镇党委书记伍华安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周边有名的水

稻产区，如今吃粮需要外购的人家却不在

少数。

在上级有关部门支持下，簕竹镇在推

动耕种户种好“责任田”的同时推动土地

流转，将群众无力耕种的土地交由本地农

业科技公司集中经营。

借鉴河长制、湖长制，簕竹镇在全县

推行“田长制”，设置总田长、中田长、小

田长，分别由乡镇、村党支部、村小组主

要负责人担任，设置由耕作农户或承包

户担任的田块长。672 名田长共治共管，

将耕地保护、复耕还粮的责任网格化，逐

级压实。

作为永安村庙背小组小田长的张美

兰，在了解梁绍棠家的情况后，三番五次

上门做工作。

“怕土地交出去就不是自己的了。”梁

绍棠宁肯地荒在那儿，迟迟不肯点头。

“地还是你们的，只是租出去复耕复

产，每年还有租金收。”张美兰采取迂回战

术，先说通了老梁家在外打工的儿子，还

带上自家的土地流转合同逐页向老两口

解释。老人终于安下心来，“签！”

荒地变良田的故事，正在越来越多的

村 庄 上 演 。 眼 下 ，簕 竹 镇 曾 被 撂 荒 的

1025 亩耕地，复耕面积已达 95.22%。春

节将近，梁绍棠让儿子到农业公司的门店

买米，“撂荒地又复耕了，这里头，没准就

有我家地里产的稻谷。”

广东云浮市新兴县簕竹镇推行“田长制”—

每块耕地都有人守护
本报记者 贺林平 姜晓丹

本版责编：唐露薇 巩育华 卢 涛

1 月 27 日 ，

新疆阿勒泰边境

管理支队禾木边

境派出所的民警

和 护 边 员 搭 乘

“爬犁警车”，翻

雪山、越达坂，将

年货送到居住在

边远地区的群众

家中。

李铭骥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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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28 日电 （记者丁怡婷）记者 28 日从国家能源局获

悉：2021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1.34 亿千瓦，占全国新增发电装

机的 76.1%；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稳步增长，达到 2.48 万亿千瓦时，占全

社会用电量的 29.8%。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和生物质发电量分别占全

社会用电量的 16.1%、7.9%、3.9%和 2%。

同时，可再生能源持续保持高利用率水平。2021 年，全国主要流

域水能利用率约 97.9%，较上年同期提高 1.5 个百分点；全国风电平均

利用率 96.9%，较上年同期提高 0.4 个百分点；全国光伏发电平均利用

率 98%，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去年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分布式光伏开

发明显加速，2021 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中，分布式光伏新增 2928 万千

瓦，约占全部新增光伏发电装机的 55%，历史上首次超过集中式电站。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稳步增长
去年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2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