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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 《2021年全国生态气
象公报》（以下简称 《公报》）。《公报》 显示，
2021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为2000年来最高，全
国草原产草量达2000年以来最高，北方荒漠化区
大部地表生态持续向好，西南石漠化区植被生态
质量达2000年以来最高。

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薛建军介绍，2021年全

国水热条件总体好于常年 （2000—2020 年） 和
2020年，植被生态质量达2000年来最高，水土保
持功能持续提升。

监测结果表明，2021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指
数为 68.8，较常年提高 7.7%。与 2020 年相比，
2021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指数提高0.4%，其中全
国植被覆盖度增加0.6个百分点，植被净初级生产

力增加0.7克碳/平方米。
从 2000—2021年全国总体变化趋势来看，全

国植被生态质量指数升高实现了“三级跳”，
2012—2021 年植被生态质量指数较 2000—2001
年、2002—2011年两个阶段平均水平，分别提高
15.9%、7.8%，2021年达2000年以来最好。

针对全国森林、草原、农田、荒漠等主要生
态系统的气象影响评估显示，2021年生态质量都达
到了较高水平——森林生态质量达2000年以来第
二高，产草量达2000年以来最高，粮食平均单产达
2000年最高，荒漠化地区大部地表生态持续向好。

此外，《公报》 还评价了气象条件对三江源、
祁连山、东北林区、海河流域、黄土高原、秦
岭、武夷山等重点生态功能区，以及洞庭湖、鄱
阳湖、太湖等重点湖泊的影响。

评估显示，2000年至2021年，东北地区水热
条件较好，森林和重点湿地服务功能提升；秦岭
大部地区降水偏多，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和覆盖度
都高于常年，且2000年至2021年降水量呈增多趋
势，植被生态质量正逐步提升；2000 年至 2021
年，武夷山区水热条件都利于植被生长，水源涵
养功能得到提升。

“这表明我国植被生态质量越来越好。”国家
气象中心生态和农业气象室正研级高级工程师钱
拴分析，2021 年，全国有 59%以上的区域降水量
较常年 （2000—2020年均值） 和2020年偏多，气
温偏高，尤其是我国北方和西部地区降水偏多，
为植被生长提供了优越的水热条件。我国实施诸
多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促进了涵养水源和保持
土壤等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为生态质量指数升
高实现“三级跳”提供了重要支撑。

这是中国气象局连续第六年发布生态气象
公报。

去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创21年来新高
本报记者 李红梅

能源是攸关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点领域。国
家能源局、科学技术部近日联合印发了 《“十四
五”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规划》（以下简称 《规
划》），提出“十四五”时期能源科技创新的总体
目标，围绕先进可再生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安
全高效核能等方面，制定了中国能源发展与项目
布局的技术路线图。

健全能源科技创新体系

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
国和消费国。“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
勃兴起，新能源、非常规油气、先进核能、新型
储能、氢能等新兴能源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
快迭代，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变革的核心驱动力。”
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章建华表示，“十四
五”时期，亟须加快推动能源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进一步激发能源创新发展新动能。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能源
科技创新与世界能源科技强国和引领能源革命的
内在要求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如部分能源技术
装备尚存短板、能源技术装备长板优势不明显、
推动能源科技创新的政策机制有待完善等。

为此，《规划》提出了“十四五”时期能源科
技创新的总体目标：能源领域现存的主要短板技
术装备基本实现突破；前瞻性、颠覆性能源技术
快速兴起，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形成一批
能源长板技术新优势；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能
源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健全；能源科技创新有力
支撑引领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前述负责人表示，《规划》结合“十四五”能
源发展和项目布局，部署了相关示范工程，有效
承接示范应用任务，并明确了相关政策措施。
“ 《规划》 以实现能源科技自立自强为重点，以
完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为依托，着力补强能源技
术装备‘短板’和锻造能源技术装备‘长板’，支
撑增强能源持续稳定供应和风险管控能力，引领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建设。”

重点任务引领技术升级

据介绍，《规划》主要围绕五大路线攻关前沿
技术——

先进可再生能源发电及综合利用技术方面，布
局17 项重点任务。《规划》提出，聚焦大规模高比
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研发更高效、更经济、更
可靠的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以及
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先进发电及综合利用技术，
支撑可再生能源产业高质量开发利用等。

新型电力系统及其支撑技术方面，布局12项
关键技术攻关，提出加快战略性、前瞻性电网核
心技术攻关，支撑建设适应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和
分布式电源友好并网、源网荷双向互动、智能高
效的先进电网；突破能量型、功率型等储能本体
及系统集成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满足能源系统
不同应用场景储能发展需要。

安全高效核能技术方面，布局 11 项重点任
务，提出围绕提升核电技术装备水平及项目经济
性，开展三代核电关键技术优化研究，支撑建立
标准化型号和型号谱系；加强战略性、前瞻性核
能技术创新，开展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超） 高温
气冷堆、熔盐堆等新一代先进核能系统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等。

绿色高效化石能源开发利用技术方面，提出

聚焦增强油气安全保障能力，开展常规油气和非
常规油气勘探开发、输运和炼化领域相关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有效支撑油气勘探开发和天然气产
供销体系建设等，共提出37项关键技术攻关。

能源系统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方面，提出聚焦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能源融合发展，开展能源领域
用数字化、智能化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推动煤
炭、油气、电厂、电网等传统行业与数字化、智
能化技术深度融合，开展各种能源厂站和区域智
慧能源系统集成试点示范，引领能源产业转型升
级，共布局16项重点任务。

八方面保障护航能源创新

为确保“十四五”期间能源科技创新工作有
序开展，《规划》围绕创新协同机制、创新平台体
系、成果示范应用、企业主体地位、技术标准体
系、规划资金支持、科技国际合作、科技人才培
养等8个方面，提出了相关保障措施。

《规划》 明确，完善能源科技创新平台体系，
推动能源科技成果示范应用。建立健全国家、部
门、地方、企业各级各类能源科技创新平台体
系，构建开放合作、共创共享创新生态圈，完善
能源装备首台 （套） 政策，鼓励地方、用户制定

配套措施，以“凡有必用”原则推进示范应用。
章建华认为，要推动能源技术与现代信息、

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探索能源生产
和消费新模式。“完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整合优
化科技资源，实行‘揭榜挂帅’等制度，引导各
类社会资本投资于能源科技创新领域。”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规划》鼓励各类所
有制企业围绕能源产业链、创新链开展强强联合
和产学研深度协作，集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明
确要加强能源科技创新国际合作，立足开放条件
下自主创新，积极参与能源科技领域多边机制和
国际组织的务实合作。此外，《规划》还提出要加
速能源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依托重大能源工程加
速技术研发、技术管理、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中青
年骨干人才培养，满足跨学科专业人才供给。

“十四五”能源科技创新规划出台——

五大路线攻关前沿技术
本报记者 孔德晨 廖睿灵

财
经
财
经

据新华社南昌4月 5日电 （记
者陈春园、贾伊宁） 近年来，江西
持续改善鄱阳湖生态环境，为长江
江豚构筑美好家园。

在大力推进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禁捕退捕工作中，江西已实现 6.82
万名退捕渔民“洗脚上岸”，销毁处
置退捕渔船 3.78 万艘，清理销毁网
具1.64万吨。

江西成立了水生生物保护救助
中心，吸纳了2000多名志愿者，组
建了 203 支护渔队，形成了较为完
整的江豚巡护救助网络，定期开展

长江江豚专项监测、巡护、救助。
近三年，江西已累计帮助 7 头搁浅
遇险江豚重回鄱阳湖。

从2004年开始，江西就已在鄱
阳湖设立6800公顷的长江江豚省级
自然保护区，江西还深入开展非法
码头整治和生产生活污水治理行
动，严防农业面源污染，持续改善
渔业生态环境。

在全链条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的
同时，江西还连续 5 年在全省重点
水域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年放流
鱼、虾等活体水生生物2亿尾。

江西多举措保护长江江豚

据新华社北京4月 5日电 （记
者邹多为） 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
协会日前表示，自2022年起，协会
计划用三到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组
织开展“百城千乡万户家电惠民收
旧焕新潮”活动。

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理
事会主席团主席刘秀敏介绍，根据
国家相关政策要求，一方面，政府
和厂商将提供一定额度的补贴以鼓
励消费者参与此次活动；另一方
面，变“换”新为“焕”新，是希
望将换新产品、唤醒理念和焕新场
景相结合，进一步促进家电更新消
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此次活动有助于重构用户群
体、重构品牌格局、重构家电产业
生态。”刘秀敏说，收旧范围主要包
括国家政策性补贴回收的电视、空
调、电冰箱、洗衣机和计算机等产
品，用户保有量高、故障率高、返
修率高的产品，“超期服役”的产品
以及用户要求回收的产品等。

据悉，活动将于 5 月上旬启动，
预计覆盖全国20个省市。其间，消费
者可参与体验周、体验月、卖场主体、
企业专场等众多活动，上百家家电企
业也可通过线上线下渠道、体验店、
社区服务点等产品展示形式，激发居
民消费潜力。

家电惠民收旧“焕”新活动将启动

清明时节，江苏省海安市农民抢抓农时，有条不紊地投入到春耕、春
播、春管等各项农事中，田间地头处处一派忙碌的景象。图为4月5日，海
安市角斜镇老庄村村民在田间给小麦施肥。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清明时节，江苏省海安市农民抢抓农时，有条不紊地投入到春耕、春
播、春管等各项农事中，田间地头处处一派忙碌的景象。图为4月5日，海
安市角斜镇老庄村村民在田间给小麦施肥。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4月 5日电 （记者徐
佩玉）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 2022
年第一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
示，一季度贷款总体需求指数环比
有所提升。

2022 年一季度，全国贷款总体
需求指数为72.3％，比上季上升4.6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一季度，全
国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基础设施

贷款需求指数、批发零售业贷款需
求指数、房地产企业贷款需求指数
均比上季有所提升。其中，基础设
施贷款需求指数为 67.3％，比上季
上升6.5个百分点。

同日发布的2022年第一季度城
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城镇储
户的储蓄意愿连续第四个季度上
升，且增幅在扩大。

一季度贷款总体需求有所提升

近年来，广西柳州市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不断调整城市工业布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力进行
水环境和空气质量治理。近日，2021年全国地表水水质排名状况出炉，柳州水质连续两年蝉联全国第
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成绩。图为4月3日，柳州市柳江河畔的洋紫荆花盛开。

黎寒池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安
徽省肥东县全面
加快建设新能源
新材料、光伏光
电、大健康大数
据、新型交通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不断促进
经济发展转型升
级取得新成效。

阮雪枫摄
（人民视觉）

◀4 月 1 日，
肥东县循环经济
示范园锂电产业
基地项目工地，
工人们忙着铺设
生产厂房屋顶。

▶ 4 月 1 日 ，
工人在工地忙着
焊接反应釜支架。

▶ 4 月 1 日 ，
工人在工地忙着
焊接反应釜支架。

秦巴山区的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是传统的茶业产区。近年来，当
地立足资源禀赋，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农户参与、共建共
享”的思路，走“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为茶产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目前，全县茶园总规模已达20余万亩，茶
产业从业人员近 10 万人，基本实现“人均一亩园、户均一万元”的
目标。

图为 4 月 4 日，平利县长安镇一家茶业公司的技师在进行传统手
工制茶。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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