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注 一

■首部流域法律4大突
出特点

记者：作为我国第一部流域法律，
长江保护法有哪些特点和亮色？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
副主任杨合庆：长江保护法流域立法
的特点和长江特色主要体现在4个方
面：一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
略定位；二是突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的基本要求；三是做好统筹协调、
系统保护的顶层设计；四是坚持责任
导向，加大处罚力度。

关 注 二

■长江流域主要河湖生
态流量管理全覆盖

记者：如何落实长江保护法关于
生态流量管控的规定？

水利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陈东
明：长江保护法在我国法律中首次建
立了生态流量保障制度。目前，长江
流域已编制完成了20条重点河湖生
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生态流量管控
方面，明确主要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目
标，确定重要断面保障措施，建立监测
体系，实现长江流域主要河湖生态流
量管理全覆盖；将生态水量纳入年度
水量调度计划，加强水工程调度监管，
落实生态流量调度要求；建立长江流
域生态流量监管平台；开展保障鱼类
产卵期、河口咸淡水平衡等敏感生态

用水保障研究，深化生态调度试验，加
强重要河段生态调度效果评估，建立
健全生态流量标准体系。

关 注 三

■加快出台《长江水生生
物保护管理规定》

记者：长江保护法对加强水生生
物保护有哪些规定？如何贯彻落实？

农业农村部长江办主任马毅：长
江保护法多数条款直接或间接涉及
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同时要求农业农
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和沿江地方人民
政府，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
体系，制定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植
物保护计划，加强水生生物重要栖息
地保护，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生产性捕
捞，加大对有关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
和处罚力度。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
关部门和沿江地方人民政府全面落
实长江水生生物保护要求，落实珍稀
濒危物种拯救计划，健全长效保护管
理机制，加快出台《长江水生生物保
护管理规定》。

关 注 四

■打赢长江“十年禁渔”
持久战

记者：将采取哪些措施维护长江
的禁捕秩序？

农业农村部长江办主任马毅：
2021年1月1日长江“十年禁渔”全面
启动实施。农业农村部将积极会同有

关部门，持续跟踪退捕渔民就业帮扶
和安置保障政策落实，确保渔民退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同时，完善政策
措施，打赢长江“十年禁渔”持久战，始
终保持非法捕捞高压严打态势，大力
推动长江野生江鲜禁售禁食，加快补
齐长江渔政执法能力短板。

关 注 五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3方面协同推进

记者：如何实现长江流域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协同推进？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
公室综合协调组组长王善成：实施好
长江保护法，就是要以法律手段摒弃
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
的做法，推进长江经济带保护好生态
环境，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协同推
进方面，一是正确认识生态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二是持
续强化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复；三是
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引
导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协同
推进的新模式。

关 注 六

■组织编制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修复规划

记者：如何统筹和落实长江流域
生态保护修复？

自然资源部法规司司长魏莉华：
长江保护法对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

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自然资源部将
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开展长江流域
生态保护修复重大问题研究；会同有
关部门组织编制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
复规划，按照规划组织实施好长江流
域重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按照突出
安全功能、生态功能、兼顾景观功能的
次序，以系统的观念推进长江流域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化保护修复；支持鼓
励社会资本参与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
保护修复。

关 注 七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存
在三方面突出问题

记者：实施长江保护法如何解决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

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别
涛：长江流域首次全面消除了劣V类
水质，干流首次全面达到Ⅱ类水质，同
时还存在三方面突出问题：城市和工
业污染的治理任务依然繁重，农业面
源污染的防治亟待突破，水生态问题
突出。生态环境部门将重点抓好三方
面工作：继续推进城市黑臭水体、工业
园区、入河排污口和自然保护区的重
点整治和专项行动；统筹水环境、水生
态和水资源等要素，力争在人水和谐
方面取得新进展；搞清楚长江流域的
环境问题在哪里、症结在哪里、对策在
哪里和落实在哪里。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先行先试，力争在重点行业绿色发
展、面源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修复方
面取得突破。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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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10时22分，我
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
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
感三十一号03组卫星发射升
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
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的第361次飞行。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
遥感三十一号
03组卫星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2021年，我国全年航天发
射次数有望首次突破40次；载人航天空间站工程、“天问
一号”探火、多颗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业务卫星发射等令人
期待……2月24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京发
布《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2020年）》，对2020年全
球航天活动进行盘点，并公布了2021年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宇航计划。

蓝皮书显示，2020年，世界主要航天国家高度重视
航天战略地位，推进相关战略部署。据蓝皮书统计，
2020年，全球共实施114次发射任务，追平1991年以来
的发射次数纪录，发射航天器共计1277个，创历史新高。

其中，中国开展39次航天发射，发射89个航天器，
发射航天器总质量再创新高，达到103.06吨，较上一年
度增长29.3%。中国航天发射活动继续取得重大突破，
发射次数和发射载荷质量均位居世界第二。

作为我国航天科技工业的主导力量，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研制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2020年共实施34次发射
任务，发射82个航天器，占中国发射总数量的92.1%、发
射总质量的99.2%，发射次数位居世界宇航企业第一。

根据蓝皮书，2021年我国全年发射次数有望首次突
破40次；载人航天空间站工程进入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
阶段；“天问一号”到达火星，将实施我国首次火星“绕、
着、巡”探测；多颗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业务卫星发射，满足
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需要。

据了解，当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全面转入空间站
建造的任务准备阶段，其中长征五号B遥二火箭发射空
间站核心舱任务拟于今年春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执
行，2021年与2022年载人航天工程将实施包括空间站
核心舱、实验舱、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在内的11次发射
任务。

“太空探索没有止境，后续随着行星探测、载人航天
空间站工程等的实施，我们将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推进中
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使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
稳更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宇航部部长林益明说。

新华社杭州2月24日电 记者从浙江省国资委获
悉，该省正部署推进国资国企数字化改革，推动数字技术
在国资国企领域逐渐渗透、广泛运用和充分融合，让国有
资产监管能力再提升，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再出新成效，为
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再添新活力。

数据显示，2020年浙江省市两级国资监管企业资
产总额5.6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7万亿元，其中省国
资委监管省属企业资产总额1.6万亿元、营业收入1.1
万亿元。国资国企规模实力不断发展壮大，需要现代
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保驾护航，数字化改革势在
必行。

据悉，浙江省国资国企数字化改革的具体目标，包
括高质量打造数字监管抓手，建设全省国资国企在线监
管平台，实现对数据的智能分析、研判评价和风险预
警，打造智慧型“监管大脑”；高起点搭建数字经济架
构，科学制定全省国资国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积极抢
占“未来工厂、智慧工厂、智慧制造”等数字化应用制高
点。同时，还将持续推动国资监管数据阳光化、透明
化、可视化。

为此，浙江省国资委将重点完成全省国资国企“1+
N”数字化智治系统建设。其中，“1”即建成一个覆盖省
国资委和委直属单位、15家出资企业、11市国资委的国
资国企在线监管系统，“N”即推出一批省属企业经济运
行监测示范项目。

“我们有信心，通过努力推动全省国资国企数字化改
革一年出成果、两年大变样、五年新飞跃，为浙江国资国
企万亿资产运营装上‘智治’引擎。”浙江省国资委主要负
责人表示。

正月里，黄骅港货轮进出繁忙。
“以前港口小船多，现在借助天津

港的管理经验和航线资源，大型货轮
也常来常往了。”望着越来越多停泊的
货轮，河北省沧州港务集团总经理助
理王金岗说，去年疫情以来，天津港和
沧州黄骅港之间开通“天天班海上快
线”，把两个港口更紧密地串起来。

京津冀协同发展7年来，越来越
多的港口互动频繁起来，增多的航线
像一条条线，串起秦皇岛港、唐山港、
曹妃甸港、天津港、黄骅港等吞吐量过
亿吨的大港。

而在此前，河北的港口与天津港
的关系没有这么紧密。津冀两地区位
相近，腹地交叉，这些港口虽是“近
邻”，实际上却是“对手”。多年来，各
大港口在640公里的海岸线上你争我
抢，互不相让，内卷突出。

对手变牵手，得益于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战略布局。7年前，京津冀协
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明确天津北方
国际航运核心区定位，与河北省的港
口形成合作、错位发展。

天津港是“百年老港”，拥有130
条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世界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800多个港口。协
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天津港不再独
享优势，而是惠及更多伙伴。

此后双方频频“牵手”。2014
年，天津港集团和河北港口集团共同
出资，组建渤海津冀港口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以资本为纽带，促进津冀港
口协同发展。2016年，天津港集团
与唐山港集团合资组建津唐国际集
装箱码头公司。2018年，天津至曹
妃甸综合保税区码头环渤海内支线
开通。天津、河北港口逐步从无序竞
争走向竞合。

患难见真情，疫情中津冀两地通

力合作。今年1月疫情中，河北省企
业运力不足又有货物急于运出。天津
港与河北之间的海铁联运，解了企业
的燃眉之急。石家庄新恒通国际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佳说，天津港
在集装箱调运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两地联手促进的海铁联运降低了运
输的时间成本”。

经过7年携手并进，现在以天津
港为中心的环渤海内支线运输网络初
具规模，天津港与唐山港、黄骅港、曹
妃甸港等港口形成干支联动、无缝衔
接、相互支撑的格局。

“仅以天津至曹妃甸航线为例，自
开运以来，曹妃甸港区集装箱吞吐量
连续两年增速在5%以上，2020年货
运艘次较上一年增长20%。”曹妃甸
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
会主席张建萍说。

天津港也在2020年创出历史新

高，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835万标准
箱，同比增长6.1%，增幅居世界十大
港口前列。

津冀港口群有力地服务北京经济
发展。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副
总经理任伟说，有一次，北京奔驰汽车
有限公司负责人面临一个难题，北京
到江浙地区的陆路运输时间长、成本
高。“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专题技术论
证，很快开通了天津港到宁波港的航
线。”

“今后津冀双方将继续织密环渤
海航线网络，增强津冀港口群在环渤
海、内陆腹地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提高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加快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错位发
展、高效协同的津冀世界级港口群。”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褚斌
说。

（新华社天津2月24日电）

京津冀，描绘一下世界级港口群的样子吧

新华社石家庄2月24日电 记者日前从河北省张
家口市桥东区氢能经济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目前，该
区海珀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电解水制氢项目在试生
产期内已安全平稳运行半年，标志着张家口市制氢、加
氢、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生产、整车制造等氢燃料电池汽
车全产业链形成，助力绿色办奥。

据介绍，海珀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制氢项目位于
桥东区望山园区，2017年开工建厂。一期工程氢气产量
4吨/日、可满足300辆大巴用氢需求，厂内加氢站加注氢
气1.5吨/日、可满足100辆大巴用氢需求；二期工程计划
于2021年底投产，氢气产量21吨/日、可满足1500辆大
巴用氢需求。

“该项目是目前国内生产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领先
的制氢项目。利用张家口市丰富的风、光等可再生能源
发电、制氢，全程无碳排放，实现‘绿电’制造‘绿氢’。”海
珀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赵辉说。

桥东区空港经济开发区副主任王彪介绍，作为全市
氢能产业发展规划的重点，桥东区将持续推进氢能产业
链的强链延链工作，计划实施氢气生产区、装备制造区、
研发创新中心的“两区一中心”等项目建设，力争打造全
市氢能产业核心区、京津冀氢能产业集聚区、国家级氢能
经济生态区。

近年来，张家口市作为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持
续推进氢能及可再生能源产业助力绿色办奥。目前全市
运行氢燃料电池公交车304辆，并将持续投入大量氢燃
料电池汽车保障2022年冬奥会各项赛事。此外，4座加
氢站、1个制氢项目现已投产，今年底将有共计16座加氢
站、5个制氢项目建成投产服务冬奥赛事。

张家口“绿电”造“绿氢”
助力绿色办奥

长江保护法实施在即！
官方回应7大关注

我国首部流域法律——长江保护法将于3月1日起实施，全国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23日举行长江保护法实施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负责人

就人们关注的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万亿国资
装上“智治”引擎

浙江推进国资国企数字化改革

2021年我国全年
航天发射次数

有望首次突破40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