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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在京举行嫦
娥五号任务第一批月球科研样品发放仪式，标志着月球样品
科学研究工作正式启动。经审核，来自13所科研机构的31
份申请获得通过，样品发放总量共17.4764克。那么，嫦娥
五号带回的月球“土特产”到底怎么分？又将如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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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对美方涉南海错误行径表示坚决反对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为
发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的教育作用，引导
广大干部群众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
取前进力量，自 6 月 19 日起，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以专场参观和组
织观众参观的方式，组织全国人大
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老同志代
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
表、先进典型代表、全国少数民族
代表、党政机关干部代表、企事业

单位员工代表、高校学生代表、驻京
部队官兵代表、在京各国驻华使节和
国际组织代表等各界人士参观。截
至目前，参观人数已超过6万人。

据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在继续开展组织观众参观的同时，
将从 7 月 15 日起正式面向社会公众
开放。具体情况可通过手机、电脑登
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预约
系统（http：//ticket.cpcmuseum.cn）查
询相关公告，预约参观。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以发展促人权—民间组织的实践”云上边会举行

将对月球与行星演化、行星
宜居性等方面产生新认识

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获取的月球样
品是人类从月球获取到的最新月球样品，科研
价值巨大。

在北京接到了珍贵的月球科研样品，中山
大学大气学院空间与行星科学系行星地质科学
研究团组带头人肖智勇副教授十分激动。他告
诉记者，样品接收回去后，在以往研究基础
上，中大团队将着重瞄准月球撞击过程和撞击
历史开展样品分析研究，接下来对样品进行精
细的地球化学研究。

月球样品专家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朱
日祥表示，对嫦娥五号样品的科学研究主要会
有三方面进展：一是培养人才。过去，中国科
学家基本拿不到阿波罗月球样品进行研究，现
在我们可以培养自己的研究队伍了；二是采样
区是经过大量研究与论证的，有可能对月球演
化的动力学过程有突破性认识；三是对我国后
续月球与深空探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通过申请的研究方向主要涉及月球火山活
动年龄、月球演化过程等方面。”朱日祥介绍，嫦
娥五号样品与过去人类获得的月球样品不同，通
过对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的研究，将对月球与行星
演化、行星宜居性等方面产生新的认识。

31份申请获通过，正制定国
际合作相关规则

此前，国家航天局发布了 《月球样品管理
办法》，规范月球样品的保存、管理和使用，以
发挥其科研价值与社会效益。为了实现“早出
成果，出好成果”的目标，按照 《月球样品管
理办法》，抓紧筹建了月球样品专家委员会。

与此同时，国家航天局还制定了《月球样品
专家委员会章程》，明确了专家委员会职责和工
作程序。随后，第一批月球样品信息在中国探月
与深空探测网上线发布，并开始受理借用申请。

至申请受理截止日，共收到来自教育部、工信
部、自然资源部、中科院、核工业集团、航天科技集
团等方面的23家科研机构的37名使用责任人提
出的85份申请。经审核，来自13所科研机构的31
份申请获得通过，发放总量共17.4764克。

“目前，我们没有收到国外科研机构提交的
正式申请。月球样品的管理和使用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缔结和参加的相关国际公约。国家航
天局鼓励开展月球样品的国际联合研究，国外
科学家可以通过加入国内科研团队等方式共同
开展样品研究工作。国家航天局正在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月球样品国际合作相关规则，报中央
批准后实施。”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
副主任裴照宇说。

火星采样、小行星采样已列
入长期规划

嫦娥五号共取回了 1731 克月壤，弥足珍
贵。针对样品处理过程中存在的损耗问题，探
月工程三期副总师、地面应用系统总师李春来
告诉记者，由于月壤颗粒非常细，也容易带
电，极易吸附在接触样品的处理工具上，因此
我们在处理样品的过程中尽量减少直接接触样
品的工具类型，并对接触过样品的工具进行样
品回收处理。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刘继
忠表示，这次是我们第一批月球科研样品的发
放，未来还会按计划、按程序不断有新的样品
公布和发放，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加
入月球样品的研究。同时，要以更加开放的思
维和举措推进国际合作，联合国外科学家共同
参与月球样品的科学研究，在合作中实现相互
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

“未来，嫦娥六号还要完成月球采样返
回，火星采样、小行星采样已列入长期规划。
从工程管理到科学研究，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
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工作方式，使月球样品研
究产出更多成果，取得更多科学发现。”刘继
忠说。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者胡喆）

月球“土特产”怎么分？如何用？

中国月球样品科研三大看点

日前，百年中国科学家主题展暨月壤
展览向香港民众开放，展出了由嫦娥五号
返回器带回的月壤。

新华社记者 韦 骅摄

栗战书出席 2021 年生态文明
贵阳国际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贵阳 7月 12日电 （记者陈菲、潘德
鑫） 2021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12日在贵阳开
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栗战书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栗战书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代表习近平
主席，向本届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栗战书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
中，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深
化了对自然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
来认识，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
策，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推动生态环
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栗战书指出，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中国
一直承担着负责任大国应有的责任。中国政府积
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批准

落实联合国主导的重要国际公约，积极推动气候
变化 《巴黎协定》 的签署、生效、实施。中国历
来重信守诺，我们将全面落实既定目标，为保护
生态环境、保育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作出
更大贡献。

栗战书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庄严宣告中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习近平主席在第 75届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
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
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
前实现碳中和。我们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为应对全球气候环境
挑战、维护地球生态安全作出积极贡献。一要牢
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二要加快推
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三要全面
加强污染防治工作，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
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四要健全完善法律制度
体系，用法治的力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
展。五要积极推动国际交流合作，保护生态环
境，应对气候变化。

栗战书说，贵州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成就的一个缩影。生态文明贵阳国际
论坛已经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国际交流合作的
重要平台，世界了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窗
口。本届论坛以“低碳转型、绿色发展——共同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主题，希各方共商
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之策，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之道，为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汤加首相图伊奥
内托阿、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波兰参
议长格罗兹基、泰国公主诗琳通、印度尼西亚总
统特使卢胡特等在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约500
位嘉宾出席开幕式。

据新华社日内瓦 7月 12 日电
（记者陈俊侠、聂晓阳） 全球疫苗免
疫联盟 （GAVI） 12 日发布新闻公
报，宣布已同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
公司分别签署了预购协议，这意味
着国药疫苗和科兴疫苗进入“新冠
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 疫
苗库，并可从 7 月开始向 COVAX
供应疫苗以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冠
疫情防控。

COVAX 由世界卫生组织、全

球疫苗免疫联盟等主导。新闻公报
介绍，考虑到这两种疫苗已经进入
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可以立即
向 COVAX 各参与方供货。根据协
议，两家中国公司今年10月底前可
向 COVAX 供货 1.1 亿剂新冠疫苗，
后续长期供货。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同中国公司
的协议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急需扩大疫苗接种率、遏制新冠病
毒传播之际达成的。

中 国 国 药 和 科 兴 疫 苗 进 入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疫苗库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
者孙楠）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7
届会议期间，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
促进会日前举办“以发展促人权—民
间组织的实践”云上边会。来自中
国、柬埔寨、缅甸、蒙古国等国的专家
学者和民间组织负责人参与讨论。

云南大学人权法研究中心主任
刘红春表示，民间组织逐渐成为人
权保护的重要力量，在人权治理中
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蒙古人民党法律处处长阿玛巴

特表示，保护人权不仅需要政府和
政党的引导和努力，更需要社会各
界和非政府组织的充分参与和支持。

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
谢莫尼勒认为，没有发展就没有人
权，民主和人权都应该以促进发展
为出发点。各国人民有选择适合本
国国情发展道路的权利。

缅甸光明基金会主席奈林表
示，中国不仅实现了自身发展，还
为世界共同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开展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
本报北京7月12日电（记者孔

德晨） 7 月 12 日，由自然资源部组
织的中国第 12 次北极科学考察队，
搭乘“雪龙 2”号极地科学考察船，
从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
地码头出发，前往北极执行科学考
察任务。

本次考察是“十四五”期间中
国组织开展的首次北极科学考察活
动，预计总航程约 1.5万海里，9月

下旬返回上海。
作为“近北极国家”，北极的自然

状况及其变化对中国的气候系统和
生态环境有着直接影响。中国第 12
次北极科学考察围绕应对气候变化、
保护北极生态环境，在北极公海区域
采取走航观测、断面调查、卫星遥感
等方式，开展海洋、海冰、大气以及微
塑料、海洋酸化等监测，获取北极海
洋水文、气象、生物等数据资料。

近年来，福建省着重做好海洋经济这篇大文章，持续推广生态健康养
殖模式，从严管控水产品质量，推动渔业健康发展。今年上半年福建省
渔业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全省水产品总量 427 万吨，同比增长 4%。
图为近日渔民在宁德市霞浦县小皓海滩劳作。 鲍赣生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
潘洁、成欣） 针对美国务卿布林肯
就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五周年
发表声明，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2
日说，美方声明罔顾南海问题的历
史经纬和客观事实，违反和歪曲国
际法，违背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在南
海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公开承
诺，蓄意挑动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
权益争端，挑拨地区国家间关系，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是极不负责任
的。中方对美方错误行径表示强烈
不满、坚决反对。

赵立坚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有关提问时作上述表示的。

赵立坚说，中国在南海的主权
和权益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
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并为中国历代政府所坚持。直到上
世纪七十年代初，没有任何国家对
中方的上述立场提出异议。美方所
谓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缺乏国际
法基础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他说，南海仲裁案违背“国家同
意”原则，仲裁庭越权审理、枉法裁
判，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存在严
重谬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
国际法，所作裁决是非法的、无效的。
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案，不接受、
不承认该裁决。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
权益丝毫不受该裁决影响，中国也不
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或行动。
明眼人看得非常清楚，南海仲裁案就
是一场政治闹剧，美方作为闹剧的始
作俑者和幕后操手，企图以此抹黑打
压中国。此次，美方借非法裁决出台
五周年再次炒作南海问题，其政治图
谋昭然若揭。

赵立坚说，中方一贯坚持通过
友好谈判协商解决处理南海问题，
始终平等对待南海周边国家，在维
护南海主权和权益方面保持着最大
克制。与此相反，美国动辄派大规
模先进舰机到南海搞军事侦察、演
习，非法闯入中国领海领空及岛礁邻
近海空域。今年以来，美方对华海空
抵近侦察近 2000 次，针对中国的大

规模海上军演超过 20 次。美方还滥
用带有冷战色彩的双边军事协议对
中方威胁使用武力，暴露出赤裸裸的
强权逻辑和霸权行径。究竟是谁在南
海搞“胁迫和恐吓”，又是谁在“威胁
航行自由与安全”，真相不言自明。

他说，中方是国际法治的坚定
维护者和践行者，作为 《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 创始缔约国，始终坚持
正确理解、认真执行公约，以实际
行动捍卫公约的权威性和完整性。
美方动辄以国际法卫道士自居，言
必称公约，频频拿公约说事，请美
国先加入公约再说。美方口口声声
坚持“基于规则的秩序”，却拒不执
行国际法院的判决、咨询意见以及
联大决议，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合
则用、不合则弃，这种实用主义、
利己主义和双重标准的做派在世人
面前早已暴露无遗。

赵立坚说，南海是世界上最繁
忙的海上通道之一，也是中国海上
贸易的生命线。全球约 30%的货物
贸易经过南海，每年约有10万艘商
船航经南海。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地
区国家共同努力下，一段时间以来
南海一直保持着畅通安全，没有听
说有任何船只在南海航行受阻、安
全受到威胁。美方所谓南海航行自
由受到威胁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赵立坚说，南海是地区国家共同
的家园，不应成为美国谋求地缘政治私
利的狩猎场。中国与南海当事国通过对
话磋商有效管控矛盾分歧，不断推进务
实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积极推进“南海
行为准则”磋商，取得重要进展。美国等
域外国家应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南海
和平稳定的努力。中方敦促美国停止
滥用国际法，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
相威胁，停止在南海挑衅滋事，遵守
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尊
重中方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不要在
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将继续坚
定依法维护自己的主权、权益和安
全，坚定维护与地区国家的友好合作
关系，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