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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陆续召开的各地两会上，节
能减排、绿色发展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代表、委员们就治霾、治水、垃圾分
类、国土绿化等问题畅所欲言、建言献
策，各省区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均以较大
篇幅，对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
建设做出全面部署。

■ 治霾打出组合拳

“十三五”开局之年，我国空气质
量总体向好，但大气污染问题仍然比较
严重。如何进一步防治大气污染、消解
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成为地方两
会的重要议题。

“把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力
争控制在每立方米 60 微克左右”，这是
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的今年经
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之一。“京 60”
目标，也是国务院 2013 年发布的《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给北
京市确定的硬指标。为此，北京市将加
大力度治理大气污染，采取全年压减燃
煤 30%、总量降至 700 万吨以内，淘汰老
旧机动车30万辆，新建3000个新能源汽
车公用充电桩等多项措施。今年北京市
将安排182.2亿元资金治理大气污染。

露天焚烧秸秆是影响大气环境的重
要因素。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了关于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禁烧
的决定，规定从今年 3 月 1 日起，全面
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违者最高可
罚款2000元。

河北将深入开展“蓝天行动”，全
年削减煤炭消费 600万吨以上，压减焦

炭产能 720万吨。各地特别是污染严重
的市县，都要制定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
标、城区工业企业调整退出、工业园区调
整、散煤治理等规划，明确年度目标，定
期公开结果，严格考核奖惩。河北省的
目标是今年 PM2.5 平均浓度下降 6%以
上，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左右。

今年是“大气十条”的考核年。“大气
十条”要求，到 2017年，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要比 2012
年分别下降 25%、20%、15%左右。为了
实现治理目标、迎来更多蓝天，各地纷纷
打出调整产业结构、改善能源结构、重拳
打击污染等有力的组合拳。

■ 治水力推河长制

去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
意见》，要求到 2018 年年底前全面建立
河长制，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
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

新疆今年将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
理制度，积极启动河长制工作，依法加
强河湖管理保护。严格落实水资源管理

“三条红线”，强化重大规划、项目水资
源开发和保护论证制度。

宁夏积极推行河长制，加强黄河支
流、入黄排水沟治理，全面取缔企业直
排口，严厉打击污染黄河行为，坚决保
护好“母亲河”。

河长制先行一步的江苏省，在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行河长
制”，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
水资源总量、强度“双控”行动，加强
长江、淮河流域和近岸海域污染防治，

推进新时期太湖治理，抓紧实施重点断
面水质和水功能区达标整治。

云南提出，进一步加强滇池、洱海等
九大高原湖泊和长江、珠江等六大水系保
护治理。实现主要河流断面水质优良率
不低于80%，县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100%，主要出境、
跨界河流断面水质达标率达到100%。

■ 全面小康补短板

除了“治气”和“治水”，各地两
会对垃圾分类、国土增绿、农村环保
等，也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措施。

浙江正在研究制定推进垃圾分类的
具体办法，加快城镇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和垃圾填埋场生态化改造，农村生活垃
圾集中收集处理基本实现全覆盖。

广东提出加快推进新一轮绿化大
行动，新增造林 228 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 59.08%，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达 42%。

湖南省把“环境治理战役”作为今
年要重点打好的三大攻坚战役之一，提
出以农村房屋改造和人居环境改善 4年
行动计划为抓手，推动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全覆盖，80%的乡镇建成生活垃圾收
转运设施，建设更多的美丽乡村。

内 蒙 古 将 加 强 生 态 文 明 制 度 建
设，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坚守
生态保护红线。建立项目环评与规划
环评联动机制，加快排污权交易市场
化改革。发挥环保基金引导作用，开
展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发展生态环
保产业。

各地两会聚焦节能减排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刘 毅

中国计划 2020 年发射火星探测器，
同时将目光投向游荡在太空里的“流浪
者”。科学家近日透露，中国正筹划在实
施火星探测计划后，去探测小行星。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近发布 《2016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在介绍未来5年深
空探测的主要任务时也提及小行星探测。

中国深空探测科学目标论证专家委
员会成员、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
究员季江徽说，专家组论证了中国未来
20 年深空探测的主要科学目标，目前基
本确定紧随火星探测计划的是小行星探
测，之后是木星及木卫系统。

● 3颗小行星入选

小行星一般是指围绕太阳运行的体
积较小的岩石或金属天体。这些体积虽小又无大气的小行星上
可能蕴含地球生命和水体起源的重要线索，同时也蕴藏着太阳系
形成初期的原始信息。一些小行星轨道与地球轨道接近或相交，
存在与地球相撞的可能性，对地球与人类安全构成潜在危险。

“专家们的计划是发射一颗小行星空间探测器，对3颗近地
小行星开展飞越、伴飞、伴飞附着探测。附着就是要落在小行
星表面，进行原位采样分析。”季江徽说。

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和日本的探测器在小行星上着陆过。
日本的隼鸟一号探测器曾在丝川小行星上着陆并采样返回。

“今年中国将发射嫦娥五号探测器，如果嫦娥五号能够成功
从月球采样返回，就说明中国具备从其他天体采样返回的能
力。未来中国有可能像日本一样从小行星采样返回，在地面上
的实验室里分析取回的样品。”季江徽说。

季江徽说，探测的首选目标是对地球构成威胁的近地小行
星，评估它们撞击地球的概率；其次是研究小行星的形成和演化，
从而研究太阳系的起源、演化；再次是探索地球生命和水的起源。

他介绍，拟选择 3 颗很特别的近地小行星作为探测目标，
目前设想对阿波菲斯小行星进行伴飞探测，对1996 FG3小行星
进行伴飞并附着探测，另外根据探测器的发射窗口，选择一颗
近地小行星开展飞越探测。整个探测任务计划持续6年。

● 应对碰撞威胁

阿波菲斯小行星于 2004 年被发现，其最大直径约 394 米，
宽度超过两个足球场。专家测算，阿波菲斯将于2029年4月13
日和地球“擦肩而过”，距离地球表面3万多千米，比月球距地
球近得多，届时将裸眼可见。不过，目前科学家测算它撞击地
球的概率微乎其微。

尽管暂时不必为阿波菲斯担忧，但科学家估计在地球附近存
在着30万颗直径在40米以上的近地天体，目前只发现了约3％。
这使得国际社会愈发重视近地小行星对地球和人类生存的威胁。

季江徽说，面对近地天体的碰撞威胁，人类不仅需要在地
面建设专门的望远镜组成监测预警网络，还需开展空基近地小
行星全面普查，更需要发射小行星探测器近距离详细勘查，了
解其物理特性、内部结构与成分等。

他说，开展小行星深空探测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近地天体
的基本特性，便于将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来防御、减缓或消
除碰撞威胁。

● 探秘生命起源

科学家认为，1996 FG3小行星上或许能发现地球生命起源的秘密。
“科学家已经在地面上对1996 FG3小行星做了大量的天文观测，通过光谱分析发现它

是一颗碳质小行星，很可能含有生命起源所需的有机组分。”季江徽说，“很多小行星上还发现
了水，有科学家认为，地球上的水可能来自小行星或彗星。”

他说，碳质小行星在火星与木星轨道间的主带非常多，但是在近地小行星中不多见。
这些小行星可能受到大行星的引力扰动离开了主带，也可能由于各方向受到不均匀的热辐
射而获得动能，从而拉近它们与地球的距离。 （据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记者喻菲）

亚冬会上赢首金

2月 20日，在日本札幌举行的第八届亚洲冬季运动会越野滑雪女
子1.4公里个人竞速赛中，满丹丹以3分48秒29的成绩夺得冠军，为中
国代表团赢得首金。

图为满丹丹在庆祝胜利。 新华社记者 宇 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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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防务”亮相阿布扎比

第十三届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2月19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国家展览中心开幕，由中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组织的8家军
贸公司以“中国防务”国家展团形式参展，参展总面积达1458平方米，为历年之最。

图为“中国防务”展区的FD－2000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模型。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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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著作权登记逾200万件

本报北京2月20日电（记者张贺） 记者今天从国家
版权局获悉，去年我国著作权登记总量首次突破200万件
大关，同比增长 22.33%。其中，作品登记 1599597件，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登记407774件，质权登记327件。从地域上
看，北京、上海、江苏占据著作权登记数量的“前三甲”。

去年共完成软件著作权登记 407774 件，同比增长
39.48%，登记量首次突破40万件。

北京世园会全面开建

2月20日，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地下
综合管廊工程开工建设，标志着2019北京世园会进入全面
建设阶段。

图为工作人员在园区施工。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迪庆歌舞团瑞士献艺
据新华社苏黎世2月19日电（记者聂晓阳） 2017年

藏历火鸡新年到来之际，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
团 19 日在苏黎世国际会议厅举行专场演出，为旅瑞藏
胞、华侨华人及瑞士友人献上一台具有浓郁藏族风情的
文艺表演。

地处青藏高原南部边缘和三江并流景区腹地的迪庆
曾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演出中，舞蹈 《古道情》 重
现了那段马铃叮当的岁月。传统藏族舞蹈 《布姆噶措》
则通过对藏族姑娘在集市上好奇欢快心理的传神表现，
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演出期间，不少藏胞自发上台为演员献上哈达，感
谢他们在藏历新年到来之际送来乡音、传递亲情。

迪庆民族歌舞团还将赴列支敦士登参加藏历新年演
出活动。

综合生态安监体系将建
本报北京2月20日电（记者尹晓宇） 记者今天从环

保部获悉，到2020年，中国将形成天地一体化观测体系与
大数据、互联网集成的综合生态安全监管体系。

环保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程立峰介绍，目前全国
已建立 2740 处自然保护区，陆域面积 142 万平方公里，
约占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14.8%。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46 处，总面积 97 万平方公里，基本形成类型比较齐
全、布局基本合理、功能相对完善的自然保护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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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成全球最大碳市场

本报北京2月20日电（记者陈劲松） 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 （UNDP） 日前在北京发布 《中国碳市场研究报告
2017》，报告专辟章节介绍了一款中国互联网产品“蚂蚁
森林”，称其在全球碳市场有独一无二的实践意义。

目前，中国有 7 个省份试点交易，2015 年度碳市场
交易总量约 1.01 亿吨，形成全球第二大碳交易体系。随
着今年中国统一碳市场的初步建成，中国将成为全球第
一大碳市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