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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 29日电 （记者张晓松、罗宇
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9日上午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植树造
林，种下的既是绿色树苗，也是祖国的美好未来。
要组织全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通过参加植树活
动，亲近自然、了解自然、保护自然，培养热爱自
然、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学习体验绿色发展理
念，造林绿化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一
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

阳春三月，新绿初绽。上午10时许，党和国家

领导人习近平、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
山、张高丽等集体乘车，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将
台乡的植树点，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这片紧邻东五环的植树区面积 200 多亩，是北
京市第一道绿化隔离带区域。该地块原是将台乡雍
家村所在地，2015年10月，按照有序疏解北京非首
都功能的要求，雍家村整体拆迁，腾退出这一地块
用于绿化建设。

看到总书记来了，正在这里植树的干部群众高
兴地鼓起掌来，热情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向大家

挥手致意，拿起铁锹走向植树
点，同北京市、国家林业局负责
同志以及首都干部群众、志愿
者、少先队员一起开始种树。

挥锹铲土填入树坑，培实新
土堆起围堰，习近平接连种下白
皮松、西府海棠、银杏、碧桃、榆叶
梅。每种下一棵树苗，习近平都同
少先队员一起提桶浇水，还不时询
问他们学习生活的情况。习近平
表示，我国历来就有在清明节前后
植树的传统。全民义务植树的一
个重要意义，就是让大家都树立生
态文明的意识，形成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的共识和合力。每年这个时
候与同学们一起植树，感到很高
兴。希望同学们从小树立保护环
境、爱绿护绿的意识，既要懂道理，
又要做道理的实践者，积极培育劳
动意识和劳动能力，用自己的双手
为祖国播种绿色，美化我们共同生
活的世界。

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
象。参加义务植树的领导同志同
大家一起扶苗、培土、围堰、浇
水，还不时同大家交流植树造
林、美化环境、保护生态的看法。

植树间隙，习近平同在场的干
部群众亲切交谈。他说，近些年
来，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取得
显著成效，但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
求相比，我国绿色还不够多、不够
好，我们要继续加油干。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
境界，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综合治
理，加快城乡绿化一体化建设步

伐，增加绿化面积，提升森林质量，持续加强生态保
护，共同把祖国的生态环境建设好、保护好。

习近平强调，参加义务植树是每个公民的法定
义务。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每个人都是乘凉
者，但更要做种树者。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
同时要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让人民群众更好更
方便地参与国土绿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
态产品，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委员等参加植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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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习近平同大家一起植树。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图为习近平同大家一起植树。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中科院投入1.9亿元

11个重大项目促经济惠民生
本报北京3月29日电（记者赵永新） 今天从中科院获悉：

今年中科院将投入1.9亿元，在农业科技、生物技术、资源环境
和高技术等 4个方向部署 11个重大项目，以加快技术成果的推
广应用，创造新产品、满足新需求、形成新业态，引领带动相
关产业转型升级、产出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据介绍，这些项目包括：旨在解决黄淮南片农业生产关键
问题、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技术集成与示范样板的“第二粮仓”
项目，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为核心区、探索适合中国草原牧区
可持续发展的现代草牧业发展模式的生态草牧业项目等。

故宫藏品升至186万余件
本报北京3月29日电（记者陈振凯） 今天上午，在故宫博

物院 2014-2016 年藏品清理工作总结会上，院长单霁翔介绍，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故宫博物院藏品总数，由 2010年 12月的
1807558 件上升至 1862690 件 （珍贵文物 1683336 件，一般文物
163969件，标本15385件）。

其中，增加较多的主要是新整理的乾隆御稿与尺牍以及甲骨、
陶瓷类文物（标本）等。单霁翔介绍，3年藏品清理只是阶段性成
果，此次清理中尚未完成的项目今后会继续推进，并将及时向公众
发布最新的藏品动态。为方便观众直观了解此次清理情况，故宫
博物院推出“大隐于朝——故宫博物院藏品三年清理核对成果展”
及配套图录。展览于3月15日在延禧宫开幕，将持续至4月15日。

中国深远海科考又添主力

“安静美人鱼”“嘉庚”号交船

本报广州3月29日电（记者李刚） 由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为
厦门大学建造的全球顶级科考船“嘉庚”号 3月 28日在广州签
字交船，中国深远海科学考察又添主力船只。

“嘉庚”号中国第一艘全电力静音推进科学考察船，是中国
第一艘通过挪威船级社船舶噪声船级符号指标的船舶，在水面
行使，连鱼也不会被惊扰，这可以保证科考船上高精度仪器设
备在无噪声干扰的环境下工作。刚一交船，“嘉庚”号就获得了

“安静美人鱼”的雅号。

近 日 ， 日 本
总务副大臣赤间
二郎到台北出席
了“公益财团法
人日本台湾交流
协会”主办的活
动 。 有 报 道 称 ，

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公开派遣副部
长级以上的高官赴台。1972年，日
本与台湾“断交”。当时，中日两国
在恢复邦交化联合声明中明确约
定，日本与台湾仅保持“非官方关
系”。45 年间，日本最多也就是前
首相、某大臣以私人观光旅游的名
义到过台湾。如今这种交流上的

“突破”，背后有何意涵？
年初以来，日本在台湾问题

上已经多次出手、发声。先是负
责对台交流的组织更名为“公益
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本
月初，日本防卫省智库发表所谓
报告书，将台湾作为“国家政治
实体”与中国大陆并列，并再次
宣扬后者对前者的军事威胁。这
一系列的动作，带有很强的目的
性和两面性。一方面，口头上遵
守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声称

“日中关系非常重要”云云，另一
方面，在实际行动上一再打擦边
球甚至挑衅滋事。

从放风部署“萨德”、修改教
科书纳入钓鱼岛再到企图派舰巡
航南海，近期日本频频打出制华
牌。此时再抛台湾议题，看来是

下了决心，要试探一下中国的反
应。这与台湾民进党当局“联日
制中”、拒认“一中”框架、拓展

“国际空间”的思路一拍即合。
从安倍的外祖父起，日本政

坛一直活跃着一个所谓的“知台
派”群体。同样，岛内也不乏

“友日派”政客，民进党内尤其
多。绿营再一次上台执政，不但
增添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变
数，也为日本插手台海提供了想
象空间和更大可能。在“九二共
识”的千钧重压之下，怀揣“亲
日”思维的台当局自然乐于引入

“外援”的抗衡力量。台有关方面
公开叫嚷，台日要提升到“战略
伙伴关系”，甚至有官员鼓吹“台
日命运共同体”和“台日夫妻
论”等谀辞谬论。

这边投桃，那边报李。有日
自卫队官员公开表示，要“强化
日台军事交流与合作”；亲台日本
议员不断放话，要推动所谓日版

“与台湾关系法”；还有日本政要
跳出来，对“九二共识”说三道
四。需要警惕的是，除了激进势
力博眼球的言论，日本公开视台
湾为“政治实体”的苗头在上
升。长远来看，必然蚕食“一个
中国”的政策基础。这也是赤间
赴台背后的根本利害所在。

台 湾 问 题 涉 及 中 国 核 心 利
益，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日
方现职副大臣赴台，明显违反日

方承诺，严重背弃中日四个政治
文件精神。中方当然要坚决反
对、严正交涉，并且会继续密切
注视日台动向，保持高度警愓。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又企
图在涉外领域挑战一个中国格
局，台湾当局所遭到的反弹力度
会越来越大。细数一下近期台湾

“对外交往”的挫败，就不难明
白。再说，在日本“尊严强者、
卑视弱者”思维下，台湾想要

“媚日”“反中”抱大腿，既没有
获得实质利益，也丢掉了应有的

“尊严”。典型的例证有两个，一
个是冲之鸟礁议题上的退让，并
没有换来相关海域的捕鱼权；二
是福岛核灾食品的输台，日本的
威逼一步紧似一步。赤间赴台，
福岛食品议题不就是重头戏吗？

不管局势如何变幻，中国维
护核心利益的意志都坚如磐石。
尽管日台都有人蠢蠢欲动眉来眼
去，但仍然难逃国际公认的“一
中”架构这座五指山。对日本某
些政客来说，不要搬起石头砸了
自己的脚。对民进党当局来说，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作者为本报编辑）

三月三 “踏白船”

临近农历“三月三”，浙江省桐乡市江南水乡乌镇开启了传统的“香市”盛会，为市民
和游客呈现踏青游春、“踏白船”、清明美食、民间戏曲等众多特色活动，让人们在春暖花
开之际，感受江南古镇别样的民俗之美。

图为3月29日，乌镇水乡百姓在乌镇西栅景区参加名为“踏白船”的传统水上竞技活
动，吸引游客前来感受水乡独特的民俗风情。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图为“嘉庚”号科考船。 彭永桂摄

日本休想打“台湾牌”
■ 任成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