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观点2 0 2 1 年 1 月 8 日  星期五

“中国天眼”与世界共“见”未来

新华社记者郭爽

　　中国日前向世界宣布，被誉为“中国天
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4
月1日起将正式对全球科学界开放。为世
界科学界提供中国智慧，为全球工程界提
供中国技术，为人类外空命运共同体提供
中国贡献和中国发展经验……“中国天眼”
邀请各国科学家携手走向星辰大海，共

“见”未来。
　　遥望未知宇宙，全球科学家在未来若
干年间将因“中国天眼”变得更为“火眼金
睛”。从宇宙星辰，到基本粒子，人类重大

科学发现往往离不开尖端科研仪器。天文
学界通常认为，宇宙中只有不到1%是人类
能看见的发光物质。科学家们常常通过射
电望远镜来提升观测宇宙的能力。作为全
球最大且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
眼”能看见更遥远暗弱的天体，其高灵敏度
将可能帮助科学家在低频引力波探测、快
速射电暴起源、星际分子等前沿方向取得
突破，使科学家有能力发现更多未知星体、
未知宇宙现象、未知宇宙规律。“中国天眼”
对全球开放的消息，让美国西弗吉尼亚大
学射电天文学家莫拉·麦克劳夫林“感到超
级兴奋”，她一直期待用它来研究脉冲星，
包括在银河系外的星系追踪这些天体。
　　“中国天眼”还向全球工程界贡献了大
科学工程的中国经验和创新实践：4450个
反射单元构成的反射面；6根钢索控制的30

吨馈源舱；500米的尺度上测量角度精确
到8角秒；超高耐疲劳钢索在200万次循
环加载条件下可达500MPa应力幅，国际
上尚无先例……“天眼”非凡，凝聚着中
国人的智慧和汗水，更体现着中国的决
心和魄力。多位天文学家指出，除了天
文学观测以及建造望远镜带动的技术创
新，“中国天眼”将成为最精确的物理规
律验证实验平台。
　　未知和未来面前，人类命运与共。

“中国天眼”向世界开放，正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又一注脚。这不仅让“中国天
眼”的开放程度再次向前推进，也必将成
为中国科学家与世界分享科研成果的标
志性事件。事实上，“中国天眼”从一诞
生，就肩负全球使命。早在中科院国家
天文台主导建设初期，就已确立了“中国

天眼”将按国际惯例逐步开放的原则，以
更好地发挥其科学效能，促进重大科学
成果产出，为全人类探索和认识宇宙作
出贡献。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射电天文
学研究所天文学家劳拉·斯皮特勒指出，

“中国天眼”将会推动国际合作，到本世
纪30年代，它将为人类研究超大质量黑
洞碰撞等积累大量数据。
　　从中国开放空间站、与全球共享北
斗系统，到“中国天眼”邀世界共“见”未
来……无一不体现中国在利用外太空时
与世界携手合作的精神。在可预见的未
来，中国将为国际科学界持续探索宇宙、
尝试寻找未知事物带来更多新视角，为
引 领 人 类 突 入 认 知 新 领 域 作 出 更 大
贡献。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新华社记者姜琳

　　生活中处处离不开的纸，近日价格连连攀升。这次纸价上
涨，既有市场需求增加、纸浆价格攀升等短期因素，也有国内环
保要求提升、一些地区腾退关闭造纸企业、废纸供应减少等长期
趋势影响。增加造纸行业的环境约束，也倒逼我们每个人践行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向过度消费说“不”。
　　不管用什么方法，造纸依然属于高耗能、重污染行业。在造
纸过程中，会使用化学药品，最终产生大量废水。因此，少用一
些纸，就能少砍一棵树、少污染一吨水。爱惜我们的环境，就别
过度追求“卫生纸自由”。
　　小小一张纸，藏有打开绿色生活的多种方式。比如快递行业
设法减少纸箱包装；咖啡杯、饭盒等一次性制品少用一点；尽量
通过网络传递资料、无纸化办公，纸张双面利用；不选择过度包
装的物品；家里的旧书、废纸注意垃圾分类或集中送到回收站；
网购族“剁手”完了，记得把快递盒重复使用。
　　在工作和生活中少浪费能源和资源，养成绿色低碳的习惯，
生态文明就能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成为新风尚。节约一张纸，
新生活就会多一抹亮色。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向过度用纸说“不”

本报评论员王井怀

　　其实，生活在一个发明造纸术的国家，人们没必要过分担
心生活用纸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造纸行业产销量均位
居全球首位。业内人士估计，2020年全年纸及纸板总产量将增
长2.2%，达到1.1亿吨，而且产能还有进一步释放的空间。
　　紧盯纸张价格的时候，人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数据——— 中国
造纸协会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废纸回收率为 49%。数据显示，
欧洲、日本废纸回收率均在 70% 以上。事实上，废纸是制造纸浆
的重要原料，2019 年全国废纸浆占纸浆消耗总量的 57％。通过
数据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与其望“纸”兴叹，不如敬惜字纸。
　　近年来，我们反对“舌尖上的浪费”，推行光盘行动，这已经取
得广泛的社会共识。然而，在纸张浪费方面仍然重视不足，一个表
现就是废纸回收率常年徘徊在 50% 以下。尽管我国一直推行无纸
化办公，但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单位用纸仍“出手阔绰”，废纸篓里
只写半页的 A4 纸并不少见。
　　现在，我们要反对“笔尖上的浪费”，做到每一张纸都物尽其用，
写满故事；每一个纸篓都倒进分类垃圾箱，各就其位。毕竟，与猪肉、
口罩涨价不同，面对纸张涨价，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做点贡献。

“洛阳纸贵”背后的数据

征 途 漫 漫
惟 有 奋 斗

The road ahead is long，

and to struggle is

the only way forward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通过
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我
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
加灿烂的辉煌！
　　——— 摘自习近平2020年12月31
日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中的讲话

　　The road ahead is long， and
to struggle is the only way forward.
Through our efforts， we have
broken through brambles and thorns
and  made  a  long  and  a rduous
journey. We will make continuous
efforts and forge ahead to make
more glorious achievements.
　　--Excerpt from Xi Jinping’s
2021 New Year speech delivered
in Beijing on Dec. 31，2020.

本报评论员唐霁

　　“法式”抗疫，充满了意外和矛盾。“城
外”的人看法国，疫情风雨飘摇，而“城里”
的人，却泰然处之。或自信满满，或挫折不
断，或置若罔闻，或奋不顾身……法国人以
自己的方式度过了艰难的2020年，巴黎等
多地又以“宵禁”方式迎来2021年。
　　法国是较早确诊新冠感染病例、较早
决定全面封城、较早宣布疫苗接种战略的
欧洲国家。这么多“早”，让人原本对它的防
疫工作抱有很大希望。可惜，这些“早”并没
有遏制住疫情，相反，法国新冠确诊病例数
在欧洲遥遥领先，成为全球疫情严重程度
排名前十的国家。
　　疫情之下，法国的很多问题都被暴露
出来。政府在防疫措施、疫苗接种上的落实
迟缓，民众对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
规定的抵触等，交织在一起，造成太多的

“意想不到”。
　　比如，法国卫生部长韦朗近日说，到
2020年底，英国94万人接种了疫苗，德国26
万人，而法国仅有516人。又比如，尽管政府
规定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但不戴口罩
的人比比皆是。记者在街头见过这样的情
景：熟人见面，摘掉口罩行“贴面礼”，然后
再把口罩戴上……
　　防疫，需要每个人严格执行防疫规定，
这对追求个性自由、不愿被束缚的法国人来
说，的确很难。
　　但就是如此“不靠谱”的法国人，在去
年两度“封城”的艰难时刻，表现出勇敢、无
畏和团结的另一面，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病
毒的传播。第一次封城期间，全法国有 35
万人在医护志愿者网站报名登记，其中包
括 1.3 万名退休医护人员，他们义无反顾
地走上抗疫一线。
　　法国政府宣布疫苗接种完全自愿，可
令人担心的是，民调显示超过60%的法国
人由于担心疫苗安全性不愿意接种。87岁
高龄的玛丽·马德莱娜2020年年底在里昂
医院成为法国第一批接种者。她接受采访

时说：“疫苗曾让我有一点点担心，但是
打完了，我发现什么事也没有。”老人乐
观的笑容，感染着每一个人。
　　法国总统马克龙前不久在新年致辞
里，讲了几个普通人的故事：24岁的玛
丽·科朗坦去年春天刚从医学院毕业，就
主动报名到被新冠病人挤满的医院从事
护士工作；让·吕克是法属圭亚那的一名
垃圾清洁工，在法国两次封城期间，他和
同事们从未停止过工作，构成了维系法
国人日常生活的抗疫“第二战线”；年仅
11岁的吕卡得知感染新冠的老人在医院
孤独无助时，捐出了自己的平板电脑，让
老人能与亲人们交流，他的这一做法很
快被其他年轻人效仿。
　　2020年，是法国纪念戴高乐将军发
表《告法国人民书》80周年。当年，戴高乐
将军高呼：“法国输掉了一场战斗！但法
国没有输掉整个战争！”的确，面对疫情，
法国普通民众就像戴高乐将军呼吁的那
样，挺身而出、相互扶助，形成了一股从
未有过的团结浪潮。
　　尽管法国目前疫情仍然严重，但是

作为一个在法国工作的观察者，记者相
信法国最终能够渡过难关。记者看到，法
国去年与中国互赠防疫物资、分享防控
经验、搭建了运送抗疫物资的“空中桥
梁”，共同书写了“千里同好，坚于金石”
的中法友谊新佳话。记者看到，法国与德
国、卢森堡、瑞士等发起欧洲联合防疫救
治行动，转移医疗资源饱和地区的患者。
笔者还看到，法国通过“部分失业”救助、
团结基金、互助收入补助金等多种形式，
帮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和弱势群体
渡过难关，并开通心理咨询热线为民众
提供疫情创伤心理治疗……这也是“法
式”抗疫，不乏力量和希望。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去年 3 月 17 日，
法国第一次“封城”。记者因采访冒险开车
上街，第一次看到巴黎空城的景象。突然，
人行道上，一位男子牵着自己的小女儿过
马路，他们停在路边让笔者的车先过。记
者把车停下，挥手示意他们先过。爸爸拉
着孩子，笑着，使劲地挥着手，表示谢意。
　　在巴黎如此寂静的时刻，这一幕竟
如此温暖。

“法式抗疫”启示欧洲如何渡难关

本报评论员张典标

　　近日，新华社客户端网友在“全民拍”
栏目反映，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一矿业公
司通过简易设备进行选矿，污水和矿砂流
入简易的尾矿库。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
发现，该矿业公司过了环评关，却过不了

“群众关”，不仅“矿污”流入未做防渗处理
的简易沉淀池，有渗漏危害周边环境的风
险，企业生产的扬尘和噪声也影响了周边
群众的生产生活。
　　值得反思的是，企业最近到底生产没
生产？有没有造成污染？需不需要整改？在
这些关键问题上，政府、企业和群众三方

呈现不同甚至矛盾的说法——— 企业说
的是，企业这几年基本停产，沉淀池的
黑水经检测符合相关标准。即使发生渗
漏，也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危害，也没
有村民上门反映过污染问题；群众说的
是，企业上上周就生产了，菜叶满是扬
尘没法吃，噪声扰民没法睡。没找企业
是因为碍于“当地熟人关系”；政府的说
法是，建厂时通过了环评。2015年之后，
企业经常处于停产状态，没有生产也就
没有排放。去年9月有群众反映，但调查
没有发现污染。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的调查证实了周
边群众的担心，而非环保部门的说法。当
地环保部门该脸红。当地环保部门也在
记者调查后表示，废水有渗漏风险，已责
令企业停产整改。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舆
论监督，相关问题可能还被隐藏在“已通

过环评”这个定论下。
　　在这起事件中，群众碍于“熟人”情
面，没找企业反映问题，不代表企业没
问题。群众找环保部门反映，恰恰是因
为对政府部门抱有期待，期待他们不必
受制于“熟人关系”，公正执法，推动相
关问题的解决。然而，环保部门给的说
法和群众的直观感受有相当大的差距，
不免让期待环保部门有更多作为的群
众失望。
　　企业是否有排污。环保部门的监督
是否及时、到位，生活在周边的群众最有
发言权。茶陵矿污过了环评关却过不了

“群众关”这件事，给相关环保部门提了
醒，环保工作也得过“群众关”。群众的环
境痛点应该是环保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多听民声，避免只盯着冰冷的数据，
却让群众寒了心。

环保要盯“环评”更要听“民评”

创造温暖的居家防疫环境
本报评论员陈梦阳、孙仁斌

　　近日，北方多个省份遭遇疫情防控和
冬季防寒两场“硬仗”，不少地方号召居民
少出门、少聚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但一
些市民反映，家中暖气未达到 18 ℃的最
低温度标准，或虽达标但只按最低标准供
暖，“我们在家配合疫情防控，尽量少出
门，这室内温度却让人待不住”。希望相关
部门全力以赴投入防疫工作的同时，也莫
忘给民生“加温”。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在这个非常时
刻，家既是每个人的避风港，更是寒冬中
助力防疫的堡垒。如果家里暖气不足，大
家不得不“交着采暖费、穿着大棉裤、开着
电暖风”，一些人可能对防疫有所抱怨。
　　专家指出，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的常
发、多发季，如果因家中温度太低导致感冒
发烧，可能加剧新冠肺炎疫情与呼吸道传
染病叠加流行的风险。人们外出就医，不仅
可能在医院交叉感染，还会增加现有医疗
系统负担，不利于防疫大局。
　　当然，严寒天气下，供暖不达标的成
因比较复杂，基层工作人员也面临巨大压

力。但无论如何，越是关键时刻，越需要
有关部门切实把责任扛在肩上，把百姓
冷暖放在心头，及时回应民众诉求，认

真整改存在的不足，严肃追责不担当、
不作为之人，为大家提供一个温暖的防
疫环境。

　　 1 月 7 日，新华每日电讯刊发《“精致
碰瓷”是“精致作恶”》，就某律师炒作所谓

“李娜退出中国籍”话题进行评论，引发网
友共鸣。以下为选摘评论———

　　他只贴一张图，没做任何表态，法律
上没法追究，还给自己带来了流量和收
益，这就是“精致利己主义”的极致。
            ——— 网友“小树”

　　“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造谣动
动嘴，辟谣跑断腿”，这样的做法不应被纵
容。有关平台和相关部门应有所作为，让
造谣者、碰瓷者付出该有的代价，维护网
络空间的风清气正。
        ——— 网友“党报评论君”

本报评论员易艳刚

　　最近，一篇在朋友圈刷屏的媒体报道称，
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名校毕业生，
留京率近几年持续下跌。数据显示，2013年到
2019年，北大本科生留京率从71.79%跌至
16.07%，清华则从30.7%跌至18.20%——— 清北
毕业生留京率已不足两成。
　　有人将这种现象归因于不断飙高的房
价，有人觉得这是北京对年轻人吸引下降的
表现，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以前清华、北大
毕业生大量留京其实并非人才的最优配置，
如今他们带着在北京积累的学识奔赴祖国各
地，给其他城市带去新观念、新思维、新动能，
显然更有助于区域平衡发展。
　　北京60多所本科高校中有30多所“双一
流”，数量在全国排第一。作为标杆的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
优质生源。它们不是北京市的清华、北大，而
是全中国的清华、北大，这两所学校培养出来
的毕业生，也必须服务于全中国，而不是局限
于北京。以此来看，清华北大毕业生留京率降
低，呈现“孔雀四处飞”之势，恰恰是对过去人
才流动不尽合理的一种纠偏。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清华北大毕业生留
京率降低，折射了全国其他地方人才观念的
可喜变化，对人才建设的进一步重视，以及招
贤纳士的力度和吸引力不断增强。例如，为引
进人才，广州、南京、武汉、长沙等城市，纷纷
推出了放宽落户限制、提供政策性住房、给予
创业扶持等引才政策，极大地改善了年轻人
成长成才环境。栽下“梧桐树”后，从清华、北
大引来不少“金凤凰”，说明政策起到了应有
作用。
　　以广州市为例，报告显示广东已连续三
年成为清华、北大毕业生除北京外首选的就
业地，复旦、上交大、武大、哈工大等高校的毕
业生也对广东颇为青睐。这种集聚效应，就与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开放气质、硬
科技产业基础、合理的生活成本等因素密切
相关。
　　不仅是大城市，不少清北毕业生甚至选
择到基层或者西部偏远地方工作。国家给年
轻人搭建越来越多展示本领的舞台，给他们提供更多人生出彩
的机会，而他们也为地方发展带去新的可能性。
　　另外，清华北大毕业生留京率降低，也可以视为中国有活力
的一个佐证。习惯快节奏的人去北京、上海，喜欢安逸生活的人
去成都、长沙，有文化情结的人选择南京、西安，心安处即是家
乡，人和城市也会变得更多姿多彩。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个目标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需
要久久为功。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发展的强劲动力，各地
摆开招贤纳士的擂台，吸引包括清北毕业生在内的青年英俊
就业创业；年轻人不拘一格，更灵活地择地择城择业，让人才
资源更充分地流动，在更多地方建功立业，有利于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弥合区域之间的发展鸿沟，让五中全会擘画的蓝
图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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