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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胡璐）国家公园体制是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司长张利明5
日说，我国已基本构建国家公园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

张利明是5日在国家林草局举办的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成效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他介绍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力推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出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等重要
文件，制定国家公园创建设立、监测评估、资金项目等10多项制度办法标
准，初步建立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由中央直接行使和中央委托省
级人民政府代理行使两种新型管理体制。

除了加强顶层设计以外，我国还积极推动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法律
体系建设，全力推进国家公园立法进程，强化国家公园管理举措。“从试点
探索到正式设立、全面发展，国家公园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张利明
说。

国家公园内旗舰物种数量持续增长。藏羚羊增长至7万多头，雪豹恢
复到1200多只，东北虎、东北豹数量分别从试点之初的27只、42只增长到
70只、80只左右，海南长臂猿野外种群数量从40年前的仅存2群不到10只
增长到7群42只。

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稳步提升。实现长江、黄河、澜沧江
源头整体保护，保护了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连通了13个大熊猫
局域种群生态廊道。

民生持续改善。实施了野生动物致害全域保险、生态搬迁、入口社区
和示范村屯建设等一批民生项目。近5万社区居民被聘为生态管护员，获
得工资性收入。

张利明表示，下一步将不断完善政策、强化措施、健全机制、有效管理，
巩固提升第一批国家公园建设成果，积极推进新的国家公园创建设立等相
关工作，高质量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我国已基本构建国家公园
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

■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吴慧珺

火星探测又传来新消息！

9月5日在安徽黄山举行的第

二届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

天问三号任务总设计师刘继忠透

露，我国天问三号任务计划2028年

前后实施两次发射任务，实现火星

样品返回地球。

人类为何要去探火？

作为离地球较近且环境最相

似的星球，火星一直是人类走出地

月系统开展深空探测的首选目标。

火星，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

距离地球最远时有4亿公里，最近

时大约5500万公里。即使最近时，

也是地球到月球距离的一百多倍。

从喜剧《火星叔叔马丁》中火

星人意外掉落地球，到科幻电影

《火 星 救 援》中 人 类 在 火 星 生

存……这颗遥远而神秘的红色星

球，引发人们无限遐想。

上世纪60年代，人类开始火星

探索。迄今为止全世界开展了四

十多次火星探测任务，实现了对火

星的飞掠、环绕、着陆和巡视探测。

2021 年，天问一号成功落火，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地外行星着陆，

使我国成为第二个成功着陆火星

的国家。陆续取得的科学成果，丰

富了人类对火星演化历史、环境变

化规律、火星表面典型地形地貌成

因等的认知。

火星取样返回，是未曾有国家

突破的世界难题。中国如何突破？

刘继忠介绍，天问三号作为我

国第二次火星探测任务，确立生命

痕迹探寻为第一科学目标，将突破

火面采样、火面起飞上升、环火交

会和行星保护等关键技术，实现火

星样品返回地球。

与此同时，天问三号任务将开

展国际载荷合作、样品和数据共

享、未来规划共同研究等三方面国

际合作。“我们将联合各国或科研

机构开展火星科研站的使命与任

务定义、需求分析、概念研究、实施

方案设计、关键技术攻关等，共建

火星家园。”刘继忠说。

从载人航天飞出地球到奔月

探火走向深空，广大航天人不断创

造新的历史，也推动航天成果为更

加美好的未来贡献力量。

2025年前后发射天问二号，开

展小行星探测任务；2030年前后发

射天问四号，开展木星系探测任

务；2035年前建成国际月球科研站

基本型……随着深空探测的时间

表日渐清晰，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

步正迈得更大、更远。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人类

千年天问将得到更多答案。

新华社合肥9月5日电

新华社合肥 9 月 5
日电 （记者 吴慧珺 贾
稀荃） 记者 5 日从在安
徽省黄山市举办的第二
届深空探测（天都）国际
会议上获悉，我国正在策
划实施首次近地小行星
防御任务，并发布首次近
地小行星防御任务方案
设想，任务计划选用“伴
飞+动能撞击+伴飞”模
式。同时，希望与国际伙
伴在联合研制、联合观
测、数据共享等方面开展
多层次、全方位合作，共
同守护地球家园。

近地小行星是危险
的“天外来客”，在我们的
太阳系中超过 3.5 万个。
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
我国高度重视近地小行
星对于地球与人类安全
的威胁，积极为小行星防
御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
方案。

据嫦娥七号任务副
总设计师唐玉华介绍，我
国首次近地小行星防御
任务计划选用“伴飞+动
能撞击+伴飞”模式，当撞
击器对目标小行星实施
动能撞击时，探测器对撞
击过程进行全程观测，并
在撞击后继续开展撞击
效果评估和科学探测等
工作，通过一次任务实现

“动能撞击+天基评估”。
太 空 探 索 永 无 止

境，近地小行星防御关
乎人类命运，推动近地
小行星联合监测、预警、
防御能力提升是全人类共同的使命。
会上，唐玉华向国际伙伴发出诚挚邀
请，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守护地球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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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 9月 5日电 （记

者 吴慧珺 贾稀荃） 国际月球科

研站迎来全球合作新伙伴。9月5

日，中国国家航天局与塞内加尔航

天局签署《关于国际月球科研站合

作的协定》，深空探测实验室与来

自瑞士、塞尔维亚、阿联酋、印尼等

国家的10个研究机构签署《关于国

际月球科研站合作谅解备忘录》。

这是当日记者在安徽黄山开

幕的第二届深空探测（天都）国际

会议上了解到的。

由中国倡议发起的国际月球

科研站大科学工程，按照“共商、共

建、共享”的基本原则，联合国际伙

伴共同开展方案论证、技术开发、

工程建设、运营维护、科学研究、人

才培养等工作，致力于打造成为开

放共享的科学平台和共商共建的

合作平台。

在大会上，中国深空探测重大

专项总设计师吴艳华向世界各国

发起国际月球科研站六大合作倡

议，欢迎世界各国伙伴在项目各个

阶段、任务各个层级参与国际月球

科研站研制建设，包括开展联合论

证、任务级、系统级、分系统级、设

备级、地面设施、科学应用、教育培

训等八个方面的项目合作。中国

还将采取成立国际合作委员会、建

设国际合作总部等十大举措，积极

为国际合作伙伴创造良好的条件。

据介绍，2017 年，中国国家航

天局向国际社会正式发起国际月

球科研站合作倡议，得到了广泛关

注和积极响应。截至目前，已有10

余个国家（国际组织）和40余个国

际机构与我国有关方面签署了国

际合作文件。国际月球科研站是

中国联合各国，在月球表面、月球

轨道和地面建设月地联通的，长期

自主运行、短期有人参与，可拓展、

可维护的综合性科学实验设施。

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兼首席

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在

开幕式中表示，本次会议以国际月

球科研站“共商、共建、共享”为主

题，共同探讨工程技术、科学研究、

资源利用等一系列关键问题，推动

国际月球科研站大科学工程合作

共赢。

本次会议由深空探测实验室、

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空间科学学会

等主办，由亚太空间合作组织、中

国空间法学会、中国科学院国家空

间科学中心等协办。来自40余个

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约100名

外宾，国内约300名专家学者参加

会议。

国际月球科研站扩大全球合作“朋友圈”

9 月 5 日，观众在中国
（日照）木结构和旅居产业
展览会观展。

当日，2024全球木材与
木制品大会暨中国（日照）
木结构和旅居产业展览会
在山东省日照市开幕。本
次大会以“开放、合作、共
赢”为主题，吸引了众多木
材与木结构及旅居产业上
下游产业链企业参展。
■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王希）记者9月5日从国务院国资委
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持续加
大，完成投资超过1万亿元，同比增长达到24%，占到央企总投资的38%，
展现了中央企业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强劲动力。

据了解，这些投资主要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
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领域。国资央企通过
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投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深入实施产业焕新行动和未来产业启航行动，着力培育新动能，推动高
质量发展。下一步，将继续健全新兴产业培育机制，优化保障支持政策，
推动一批重大成果落地，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前7个月央企战略性新兴产业
投资超1万亿元

9月5日，在珠峰脚下的田地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研究
员、中国生态学学会高寒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姜丽丽（中）和学生们一起
展示收获的芜菁。当日，来自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中国科学
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和中国生态学学会高寒生态专业委员会的科研人员，
为扎西宗乡小学的学生们开展“生态知识小课堂”科普活动。

■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唐诗凝 谢希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何咏前5日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就关税复审结果征求公众评论
意见，多数意见反对加征关税或申请扩大关税豁免范围，这说明美对华
301关税不得人心。敦促美方立即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

在当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美国贸易
代表办公室再度延迟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301关税的决定。中方对此有
何回应？中美是否就关税问题保持沟通？何咏前作出上述回应。

“我们注意到相关公告。中方已多次向美方就301关税问题提出严正
交涉。世贸组织早已裁决301关税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美方提高对华加征
关税的做法是错上加错。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积极回应各界呼
声，立即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何咏前说。

商务部

敦促美方立即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

新华社南京9月5日电（记者 赵久龙） 记者5日从南京市绿化园
林局获悉，2023年秋季至2024年夏季，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内
共观测到长江江豚336头次，评估种群数量约65头，数量较2022年本底
资源调查结果约62头有所增加。调查周期内还观测到母子豚9次，意味
着保护区长江江豚种群繁衍有壮大趋势。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江豚种群状况是长江生态健康状况的
“晴雨表”。南京市绿化园林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调查工作由南京长
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组织实施，根据2023年秋季至2024年夏
季四个季度的调查分析，江豚保护区内的江豚种群稳定，数量呈增长态
势。

江豚保护成效离不开多方努力。2022年10月24日，江苏省南京市、
镇江市和安徽省马鞍山市协同制定的《关于加强长江江豚保护的决定》
正式实施，推动长江江豚保护跨区域协同立法，完善上下游、左右岸、跨
地区、跨部门协同保护制度。“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保护区生物多样性
动态调查，为科学有效保护长江江豚及其栖息地打好基础。”南京市绿化
园林局一级调研员张瑞忠说。

观测发现长江南京段江豚种群数量
增至约65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