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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全市境内江河、湖

泊、水库水面冬季冰上安全管

理，保障国家财产和公民人身财

产安全，特发布此通告：

一、冬季冰面承载力有限，

行人、车辆等应遵守道路交通安

全法规，全季禁止上冰通行。

二、冬季结冰期，凡在冰上经

营游乐性项目的单位和个人，需经

相关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经营。

三、经营冰上游乐性项目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保证参与人在

指定场地内活动，不得擅自扩大

活动范围或脱离场地，按规定要

求做好安全经营管理。

四、禁止任何个人、单位及团

体在未能确定安全情况下，到冰上

游乐项目以外的区域游玩、逗留。

五、禁止任何个人、单位及

团体未经相关部门许可，以任何

目的在冰上进行取冰、破冰等危

险作业。

六、发现冰面活动人员、交

通工具发生坠落冰面坍塌事故

时，需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七、对不听劝阻强行违反本

通告的，相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

及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请广大市民及各部门提高

自我保护和安全防范意识，中、

小学校等相关单位加强冬季冰

上安全管理宣传教育，严禁私自

在江河、湖泊、水库等冰上通行

和实施生产作业等危险行为，防

止意外事故发生。

特此通告。

珲春市水利局
2020年12月20日

关于加强冬季江河湖库
水面安全管理的通告

新华社合肥1月7日电（记者 徐海涛 刘方强）32

年前，人类历史上首次量子通信在实验室诞生，传输了

32厘米。而今，中国人将这个距离扩展了1400多万倍，

实现了从地面到太空的多用户通信。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7日宣布，中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了跨越4600公里的

星地量子密钥分发，标志着我国已构建出天地一体化广

域量子通信网雏形。该成果已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刊

发。

量子通信是量子科技三大方向之一，经过20多年

努力，中国在该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重大转变。

2016年，中国成功发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

子号”；2017年，建成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

干线”。

“墨子号”牵手“京沪干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

伟、陈宇翱、彭承志等与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王

建宇研究组、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及中国有线电视网络

有限公司合作，构建了全球首个星地量子通信网。经过

两年多稳定性、安全性测试，实现了跨越4600公里的多

用户量子密钥分发。

“要实现广域量子通信，存在光子损耗、退相干等一

系列技术难题，比如光子数在光纤里每传输约15公里

就会损失一半，200公里后只剩万分之一。”潘建伟说，科

研团队在光学系统等方面发展了多项先进技术，化解了

这些难题。

潘建伟介绍，《自然》杂志审稿人评价称，这是地球

上最大、最先进的量子密钥分发网络，是量子通信“巨大

的工程性成就”。

据了解，整个网络覆盖我国四省三市32个节点，包

括北京、济南、合肥和上海4个量子城域网，通过两个卫

星地面站与“墨子号”相连，总距离4600公里，目前已接

入金融、电力、政务等行业的150多家用户。

基于“不可分割”“不可克隆”等量子特性，量子通信

被称为“原理上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在多领域具有

应用前景。星地量子通信网的建成，为未来实现覆盖全

球的“量子网”奠定科技基础，也为相对论、引力波等科

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天地实验室”。

江西鄱阳湖、湖南洞庭湖、重

庆汉丰湖……在长江流域沿线重

要湿地，人们惊喜地发现，成群结

队飞来的候鸟越来越多。

由于环境恶化、湿地面积减

少、生物多样性下降等原因，长江

流域候鸟生存环境一度曾受到威

胁。

2016年起，国家实施长江大保

护战略，推进“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的发展理念。长江沿线省市

开始对岸线进行整治和复绿，关停

污染源，修复沿江生态。

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随着

长江水域生态持续改善，越冬候鸟

用翅膀为长江流域投票，一幅人鸟

和谐新景象跃然展现在眼前。

寻回生命的迁徙通道

野鸭寻鱼鸥击水，丛丛芦苇雁

鹄藏……长江中下游，水草丰美的

江西鄱阳湖，是亚洲最大的越冬候

鸟栖息地，此刻正呈现这一生动景

象。

2020 年鄱阳湖越冬水鸟同步

调查显示，监测到水鸟数量68万余

只，比2019年增加1.1万只。

“鸟儿胆大了。”提起候鸟栖息

的变化，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党工

委书记刘新喜感触很深，原来候鸟

多在深湖觅食，这些年觅食地范围

不断扩大，田间、池塘也能见到它

们的身影。

燕雀翻飞、鸟声婉转、低回盘

旋……长江流域是候鸟青睐的“越

冬天堂”。由于水域环境恶化、湿

地面积萎缩、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原

因，候鸟生存环境一度受到损害。

“听湖区村民说，50多年前，冬

天的鸟多到吵得晚上睡不着觉，后来

候鸟越来越少。”湖南汉寿县西洞庭

湖湿地保护协会会长刘克欢说。

2016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开启了中华民族母亲河

发展的新征程。

根据中央部署，一系列行动

紧急开展起来。减少入湖污染物

排放、停止无序挖沙、实行全面禁

渔、转变“涸泽而渔”的经济发展

方式……

5 年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情况显

示，长江流域水质发生显著变化，

首次实现劣Ⅴ类水体“清零”，干流

首次全部实现Ⅱ类及以上水质。

入冬以来，长江上游重庆段多

处水域，对生态环境和河流水质要

求极高、被称为“环保鸟”的红嘴鸥

成群出现，在江面上翻飞觅食。

“这批红嘴鸥有近 2000 只，是

近十年在重庆段观测到的最大规

模红嘴鸥迁徙种群。”重庆市林业

局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植物保护

管理处工作人员王刚说。

“从前，越冬候鸟把这里作为

南迁的中途‘补给站’。”重庆汉丰

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黄

亚洲说，“近几年，许多候鸟选择留

下过冬。”仅在汉丰湖，每年越冬候

鸟数量就达3万只。

长江中段，冬日阳光里的洞庭

湖，成群候鸟嬉戏着，俯身划过湖

面，又昂起头，往蓝天飞去。

2018 年，22.6 万只；2019 年，

24.06 万只；2020 年，24.7 万只……

来自洞庭湖林业部门的数据显示，

越冬水鸟数量和种类均呈现逐年

增长态势。“去年入冬以来，来西洞

庭湖越冬的黑鹳、小天鹅、东方白

鹳、野鸬鹚都‘扎堆’了。”刘克欢

说。

“近年来长江沿线一些重要湖

泊和湿地，候鸟种类和种群数量明

显增加，从侧面反映出长江流域局

域生态环境的好转，为候鸟提供了

理想的栖息地。”复旦大学教授、生

态学家陈家宽说。

科技加持的代代坚守

5G技术植入、无人机巡航……

南昌市公安局的大数据管理中心

内，2020年底上线的南昌市智慧禁

捕管控服务平台，正实时显示候鸟

栖息状况。

“由于湖区水域辽阔，公安人

员从前接到报警后赶去时，抓捕嫌

疑人、调查取证等面临诸多困难。”

担任水警 12 年的南昌市公安局水

上分局巡逻大队一队队长姚笛说，

结合 5G 技术运用，通过无人机搭

载相关智能系统，可实现单机直径

10余公里的盲区巡航覆盖，快速发

现非法捕捞、捕猎行为并固化证

据。

算力解放警力，数据驱动效

能……随着高科技深度运用至长

江流域护鸟“无人区”，世世代代的

护鸟人梦寐以求的立体化防控体

系正在构建。

“最早的时候靠腿跑，后来改

骑自行车，之后升级为摩托车。”江

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巡

护候鸟 10 年的吴城保护站站长舒

国雷说，现在天上有无人机、水里

有巡护船、路面有汽车，“再加上新

安装的视频监控，通过云平台，一

眼就能看到湖区有没有人。”

在长江流域沿线的输电铁塔

上，可看到人们为东方白鹳特意搭

建的人工鸟巢和人工栖鸟架。“东

方白鹳喜欢在高处筑巢，而输电铁

塔结构稳，备受它们青睐。”江西鄱

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高

级工程师曾南京说。

“在保护东方白鹳安全的前提

下，为让供电更加稳定，我们经过

10 年的科研攻关推出珍稀鸟类栖

息平台，引导鸟类在输电铁塔安全

区域筑巢和栖息。”国网江西省电

力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宇说，这项

技术已在27个省市推广，共计完成

39.2万基杆塔改造。

2020 年 12 月 26 日，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

决通过长江保护法，“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写入法律。

设立环境资源法庭，禁止洲滩

越野及水上餐饮，将湿地保护列入

干部考核体系……长江流域沿线

地区纷纷行动起来，以良法善治护

佑候鸟栖息之地。

江西省林业局局长邱水文说，

江西 2011 年起将候鸟保护情况纳

入沿湖地区政府工作考核范围，

“保护不力将面临‘一票否决’”。

“记得过去有人当候鸟是‘口

中美味’，这些年洞庭湖生态保护

执法动了真格，候鸟有了安稳的

‘栖息家园’。”洞庭湖环保志愿者

李剑志说。

人鸟共生的发展新路

白鹤“爱爱”右脚脚环编号为

S26，左脚套有金属环。放飞后不

久，身上的卫星跟踪器失效……江

西省林业局近日发布了一则特别

的“寻鹤启事”。

这只白鹤 2018 年在迁徙途中

“落单”，江西各界人士联手救助，

工作人员专程搭乘飞机到吉林放

飞 。 它 被 人 们 亲 切 地 称 为“ 爱

爱”。

“人们很牵挂‘爱爱’的踪迹和

生活状况。”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徐志文说，希

望通过寻找“爱爱”，让更多人认识

到这些“湿地精灵”的珍贵。

候鸟如期回归，是对生命延续

的承诺。努力留下候鸟，是人们对

这一承诺的回应。

曾经的重庆汉丰湖，湖水深、

水草少，一些喜欢踩在水底觅食的

候鸟难以停驻。

2016年，当地修建容量达17万

立方米的鸟岛，在水底修建缓坡，

种植水生植物，扩大浅水区面积。

2017年一经投入使用，观测人员就

惊喜地发现了半个世纪不见的鸿

雁；陆续飞来的蒙古沙鸻、铁嘴沙

鸻等7种鸟类，都是重庆观鸟记录

中首次出现。

随着湖区环境改善，汉丰湖成

为鸟类“天堂”和人们休闲的乐

园。“一天多达8万人在湖边散步。”

黄亚洲说。

人鸟共生的和谐图景正在呈

现。

冬日早晨，在南昌五星白鹤保

护小区的藕田里，成百上千只白鹤

翩翩起舞、如诗如画，距离人最近

的不到10米。

2017 年，在当地藕农面临“人

鸟争食”的窘境，决定改种水稻时，

百余名爱鸟人士众筹资金租赁藕

田、投放藕种，建成五星白鹤保护

小区。如今，这里正打造鸟类科

研、青少年研学、生态摄影等延伸

业态。

南昌新建区南矶乡是鄱阳湖

越冬候鸟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元

旦假期，来这里看湖、观鸟的游客

挤满了十多家农家乐。“每逢节假

日，我家农家乐的十多张饭桌就爆

满。”捕了30多年鱼的陈凡云忙里

忙外地招待游客，“来观鸟的游客

一年比一年多，还有渔民转型为

‘鸟导’带游客观鸟。”

（参与记者：黄浩然 张璇 郭

丰庆 王晓曈）

新华社南昌1月7日电

候 鸟 南 归 长 江 畔
新华社记者 程迪 陈毓珊 史卫燕 周文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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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免疫接种室，医务人员（左）为接种者接种新冠疫苗。

近日，湖南省启动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将按照9类重点人群逐批开展新冠疫苗接种。据了

解，未来随着疫苗产量逐步提高，符合条件的群众都能实现“应接尽接”。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记者

阳娜）随着北京冬奥会筹办进入最

后的关键期，冬奥相关项目建设情

况备受关注。记者6日从北京市石

景山区“两会”上了解到，今年，石景

山区将全部完成冬奥场馆及配套设

施建设，建成冬奥主运行中心、首钢

滑雪大跳台配套设施及苹果园综合

交通枢纽、M11冬奥支线、北辛安路

南段、锅炉厂南路等市政交通基础

设施，并全面完成冬奥场馆周边及

阜石路沿线等重点区域环境综合整

治和景观提升工程。

据了解，目前，滑雪大跳台中

心项目，大跳台本体已完工，氧气

厂北区、氧气厂南区、冷却塔酒店、

电厂酒店均正进行机电安装和幕

墙施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1%。

北京注册中心和制服发放中心

（UAC）、北京冬奥会技术中心及附

属通信枢纽（TOC）项目均已按计

划顺利完工验收。

在市政配套建设方面，服务于

冬奥会的北辛安路南段和锅炉厂

南路两条主干路已于 2020 年 9 月

进场施工，目前已完成首钢厂区内

约2.6万平方米路面清表工作。苹

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南区正在进行

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主体结构的

64%；北区正在进行土方及基坑支

护 施 工 ，已 完 成 支 护 桩 总 量 的

58%，完成土方总量的 40%。M11

线西段（冬奥支线）四站五区间加

快建设，其中模式口站正进行土方

及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土方总量

的 75%，主体结构的 13%，金安桥

站、新首钢站、北辛安站已完成主

体结构施工，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

工，设备安装正在准备阶段；各区

间正进行正线施工，初支结构已完

成正线总长度的 71.8%，二次结构

已完成正线总长度的52%等。

在配套通信设施建设方面，冬

奥组委、冬训中心等已建成项目均

实现移动、联通、电信 3 家运营商

4G、5G信号覆盖；首钢北区室外宏

基站目前已建设 8 个，由移动、联

通、电信 3 家共同建设运营，4/5G

信号分别覆盖冬奥组委办公区周

边、滑雪大跳台中心周边、四块冰

周边等重要区域。

2021年，石景山区将继续做好

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工

作，认真抓好落实，全力推动服务

保障冬奥重点项目实施落地。计

划2021年7月，滑雪大跳台中心项

目竣工。冬奥周边环境整治工程，

正完善环境整治设计方案，计划实

施沿街10米景观和拆除区域绿化

美化工作，计划2021年6月开工，9

月完工。北辛安路南段和锅炉厂

南路两条主干路计划 2021 年 9 月

底通车；冬奥场馆周边四高炉南

路、修理厂西路等道路计划2021年

10月具备通车条件；苹果园综合交

通枢纽计划2021年底完工，实现地

铁 1 号线、6 号线、S1 线换乘；M11

线西段（冬奥支线）和S1线金苹区

间计划2021年底前实现运营。

北京石景山：冬奥场馆及配套设施建设今年将全部完工

新华社石家庄1月7日电（记

者 闫起磊 杨帆）记者从河北省石

家庄市卫健委了解到，6日河北省

卫健委已紧急从省内其他地市抽

调1000 名医务人员支援石家庄疫

情防控，7日将再抽调2000名医务

人员，全力推进全员核酸检测。

石家庄市卫健委副主任张东

生介绍，石家庄充分调动全市核酸

检测资源，鼓励第三方检测机构参

与到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之中，“以

乡镇、街道办事处一级，行政村、居

委会二级”构建两级网格，划定一

级网格 331 个，二级网格 5298 个，

建立工作台账，确保居民“有人联

系、有人负责、有人组织、有人服

务”。

同时，石家庄以乡镇、社区、居

民小区、行政村等为单位共设置采

样点5011个，并且在人数较多或居

住分散的网格内开设多个场所，推

进核酸检测工作。

此外，当地还充分调动医疗、

疾控、街道办、派出所等机构，实行

点对点、人对人的方式，固定场所、

固定地点、固定人员，按照工作人

员数量与区域常住人口数量相匹

配的原则，配足配齐采样场所人员

和环境消杀人员，明确各岗位工作

职责与工作流程，压实工作责任，

确保完成该市人口全员核酸检测

的任务。

河北抽调3000名医务人员
支援石家庄推进核酸检测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记者7

日从教育部了解到，为推动高校加

强培养过程管理、把好毕业出口质

量，教育部近日印发《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抽检办法（试行）》，启动本科

毕业论文（设计）抽检试点工作。

根据这一办法，本科毕业论文

抽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对象为上

一学年度授予学士学位的论文，抽

检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2%。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采取随机抽取的方

式确定抽检名单，抽检论文要覆盖

本地区所有本科层次普通高校及

其全部本科专业。

抽检结果以适当方式向社会

公开。对连续2年均有“存在问题

毕业论文”，且比例较高或篇数较

多的高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在

本省域内予以通报，减少其招生计

划，并进行质量约谈，提出限期整

改要求。高校应对有关部门、学院

和个人的人才培养责任落实情况

进行调查，依据有关规定予以追

责。对连续3年抽检存在问题较多

的本科专业，经整改仍无法达到要

求者，视为不能保证培养质量，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依据有关规定

责令其暂停招生，或由省级学位委

员会撤销其学士学位授权点。

对涉嫌存在抄袭、剽窃、伪造、

篡改、买卖、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

的毕业论文，高校应按照相关程序

进行调查核实，对查实的应依法撤

销已授予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

抽检结果将作为本科教育教学评

估、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本科专业

认证以及专业建设经费投入等教

育资源配置的重要参考依据。

本科毕业论文将每年抽检

新华社兰州1月7日电（记者

李杰）记者7日从甘肃省交通运输

厅获悉，甘肃省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甘肃省湿陷性黄土地区公路修筑

成套技术研究”于4日获中国公路

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该成果

不仅有效解决黄土地区公路建设

及养护难题，还实现甘肃在该奖项

零的突破。

据了解，湿陷性黄土一直是影

响和困扰公路建设的世界性难题。

黄土分布广泛的甘肃，近年来连续

强降雨不断增多，形成湿陷性黄土

地区，公路病害频繁发生，群众出行

安全难保障，地区经济受损严重。

“黄土没遇水时，强度较高，遇

水就会湿陷。”甘肃省公路交通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兆民

说，湿陷性黄土地区极易发生路基

失稳、开裂、沉降和防排水失效，桥

梁岸坡坍塌、桩基外露，隧道拱顶

沉降、隧道道面隆起等典型病害。

丁兆民介绍，过去甘肃黄土地

区连筑路技术都没有形成体系。如

今，甘肃省湿陷性黄土地区公路修

筑成套技术研究成功，从设计、施

工、检测、养护到建设管理等都形成

了成套技术标准、指南和工法。

目前，该研究成果在甘肃省西

合二级公路、傅家窑立交、兰州南

绕城高速公路、渭武高速、彭大高

速等多个工程中得到应用，路基沉

陷等“老大难”问题有效控制，桥梁

“车头跳”状况明显改善。

据介绍，该研究技术攻关由甘

肃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甘肃省公交

建集团负责组织实施，历时四年，

首次细化建立甘肃省湿陷性黄土

公路三级分区，解决不同黄土分区

公路设计、施工和养护的差异化问

题，并编制涵盖黄土地区公路设

计、施工、养护等方面的甘肃省地

方标准 10 部，省部级工法 5 项，授

权专利 4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39

篇，极大丰富国内湿陷性黄土地区

公路建设科技成果。

甘 肃 攻 克 湿 陷 性
黄土公路建养难题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记者

刘诗平）随着寒潮到来，黄河封河

速度加快。上、中、下游封河长度

接近800公里，下游山东河段出现

本年度首次封河。

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统

计，截至7日11时，黄河封河787.1

公里。其中，黄河宁蒙河段封河

720公里，中游龙口库区、天桥库区

和临汾河段封河62.5公里，下游山

东段封河4.6公里。与此同时，上、

中、下游流凌长度和密度也在加长

加密。

黄委防御局专家陈银太说，受

持续冷空气影响，黄河宁蒙河段封

河长度加快发展，冰凌厚度增厚；

中游河段流凌密度增加，封河长度

加快；下游流凌河段增长，封冻河

段加快发展，黄河防凌面临的危险

因素有所增加。

黄委表示，目前黄河凌情整体

平稳，尚未发生大的凌灾。黄委将

密切监视天气形势和凌情变化，加

强水库实时调度，加强凌情监测巡

测，加强应急值守，加强与沿黄有

关省区水利部门沟通联系，同时沿

黄各级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凌情发

展，确保黄河防凌安全。

黄河封河接近800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