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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3月 30日电（记者高敬）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固体废物和新
污染物治理。什么是新污染物？“新”在哪？治
理上难在哪？如何发力？在生态环境部 30 日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
与化学品司司长任勇对新污染物治理进行了
解读。

一问：什么是新污染物？

　　任勇介绍，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环境
风险管理的角度看，新污染物是指那些具有
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的
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这些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对生态环境或者
人体健康存在较大风险，但尚未纳入环境管
理或者现有管理措施不足。
　　目前，国际上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有四
大类：一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二是内分泌干
扰物，三是抗生素，四是微塑料。

二问：新污染物“新”在哪？

　　任勇说，新污染物之所以称为“新”，一
方面是相对于大家熟悉的，如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等常规污染物而言的；另一方面是新
污染物种类繁多，并且还可能会持续增加。
　　他表示，随着对化学物质环境和健康
危害的认识不断深入，环境监测技术的不
断发展，可能被识别出的新污染物还会持
续增加。

三问：新污染物治理难在哪？

　　新污染物的特点决定了其治理难度。
任勇表示，新污染物有五个方面的特征：一
是危害比较严重。新污染物对器官、神经、
生殖发育等方面都可能有危害，其生产和
使用往往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对生态环
境和人体健康存在较大风险。

　　二是风险比较隐蔽。多数新污染物的
短期危害不明显，可是一旦发现其危害性
时，污染物可能通过各种途径已经进入环
境中。
　　三是环境持久性。新污染物大多具有
环境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在环境中难以
降解并在生态系统中易于富集，可长期蓄
积在环境中和生物体内。
　　四是来源广泛性。我国是化学物质生
产使用大国，在产在用的有数万种，每年还
新增上千种新化学物质，其生产消费都可
能存在环境排放。
　　五是治理复杂。对于具有持久性和生
物累积性的新污染物，即使以低剂量排放
到环境，也可能危害环境、生物和人体健
康，对治理程度要求高。
　　他指出，新污染物涉及行业众多，产业
链长，替代品和替代技术研发较难，需多部
门跨领域协同治理，实施全生命周期环境
风险管控。

四问：新污染物治理如何发力？

　　任勇介绍，新污染物治理总体思路是通
过对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筛查和评
估，“筛”“评”出需要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然
后对重点新污染物实行全过程管控，包括对
生产使用的源头禁限、过程减排、末端治理。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推动
建立法规标准体系，加强源头准入管理，推
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控，并积极
参与全球化学品履约行动，为新污染物治理
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在他看来，开展新污染物治理是污染防
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的必然结果，是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进程中的内在要求。生态环
境部会同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新污染物
治理行动方案，提出了“十四五”期间我国新
污染物治理工作总体要求、主要目标、行动
举措和保障措施。

四问新污染物治理 生态环境部权威解读

　　新华社北京 3月 30日电（记者高敬）近
期我国多地出现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生态
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任勇 30 日
表示，从调度情况看，全国中高风险地区医疗
废物、医疗污水处理处置情况平稳有序，处理
处置能力充足。
　　在生态环境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任勇介绍，2021 年底全国医疗废物集中

处置能力约 215 万吨/年，比 2019 年底提
高了 39% 。此外，具备医疗废物应急处置
能力近 200 万吨/年。
　　任勇说，生态环境部定期对中高风险
等级地区开展集中调度。今年年初以来实
行每日调度，指导督促重点地区严格落实

“两个 100%”工作要求，即医疗机构及设
施环境监管与服务 100% 全覆盖，医疗废

物、医疗污水及时有效收集和处理处置
100% 全落实。
　　他表示，全国涉及中高风险地区的市

（州）和直辖市中，约七成的中高风险地区医
疗废物日处置负荷率在 50% 以下，涉疫情
医疗废物做到日产日清，此外还储备了较为
充足的协同应急处置能力，可随时启用。
　　医疗污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指导各地

做好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处理环境监管工
作，加强对定点医院污水处理设施以及接收
定点医院和集中隔离场所污水的城镇污水
处理厂的动态监管，对发现定点医院存在污
水处理设施管理运行不规范、医院污水消毒
不到位等问题，均已督促当地立即整改。目
前，定点医院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能
力满足需求，运转正常。

生态环境部：中高风险地区医疗废物、污水处理处置能力充足

“一箭三星”！我国成功发射天平二号A、B、C 卫星

  ▲ 3 月 30 日 10 时 29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天平二号 A、B、C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
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413 次飞行。          新华社发（汪江波摄）

　　新华社广州 3 月 30
日电（于晓泉、欧剑波、王
文彬）空中加油，是衡量一
个国家空军作战能力的重
要标志。
　　作为人民空军组建的
首支空中加油机部队，南
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始
终把实现“全时段升空、随
空域加油”能力作为目标，
逐步实现从简单气象到复
杂气象、从陆上到海上、从
一般条件到复杂战术背
景、从小分队到大规模成
建制加油等多个突破，成
为提高空军战斗力的“倍
增器”。

（一）

　　上世纪 90 年代，这
支部队率先担负某型国产
加油机改装任务。当时，空
中加受油技术在我国还是
一片空白。
　　“一定要尽早掌握空
中加受油技术！”部队长李
文锋说，与世界强国空军
的差距，使他们产生了强
烈 的 忧 患 意 识 和 危 机
意识。
　　那年 11 月中旬，他
们首次圆满完成加受油试
训任务。这一“战略性对
接”，标志着人民空军远程
作战能力有了突破性进
展，为空中进攻作战开辟
了全新的作战样式。
　　梦想的脚步一旦迈
开，便勇往直前。进入新世
纪，上级决定开展海上加
受油试训。
　　难！难！难！这一训练
难在海上参照系相对较
少，加上海天一色、条件复
杂，受油机飞行员心理压
力较大，一旦加油不成功，

将导致战机油量耗尽无法返回地面，后果不堪设想。
　　时任该部加油主任巩磊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飞行员们一起承担风险，克服困难，摸索经验，反复进
行地面演练和预想。
　　真刀真枪上阵的日子终于来临。那天上午 7 时
许，随着一颗绿色信号弹升空，一架空中加油机扶摇直
上，很快消失在云海之中。旋即，某型歼击机编队昂首
直上云霄，很快就与空中加油机会合，随后在海空上演
惊世之“吻”……

（二）

　　战术背景下空中加油，是提升航空兵远程打击能
力的关键一环。对于加油机部队而言，从训练加受油向
基于实战背景下的战术加受油转变，才是基于关键能
力的突破。
　　列装之初，这支部队首次派出 2 架加油机参加一
次演习，因为种种原因表现不佳。对当时空中加受油刚
刚起步的他们来说，实战化条件下加油机使用是一个
崭新的课题。
　　如何破局？官兵们给出答案：勤学、苦练。
　　为验证所学所想，他们结合加受油普训任务，主动
设置复杂电磁环境干扰、对抗空战等不同战术背景，总
结出多种空中加受油实施方法，形成一系列新模式新
战法；通过与歼击机部队、地面指挥所的不断磨合，部
队战术配合、空中协同、空中搜索等能力都有了较大提
高，逐步形成全面过硬的战斗作风。
　　一次体系对抗演练中，战机经过一轮空战后油量
告警。部队接到命令后，迅速出动一架加油机，飞抵加
油空域，与受油机会合。
　　此时的歼击机所剩油量已经不多。突然，雷达屏幕
上一条狭长的安全空域引起第一领航员王朋飞的注意。
根据推算，这条空域能够为加油提供几分钟左右的空档
期。他迅速引导加受油编队上升高度，向这一空域飞去。
　　“进入加油位！”加油员迅速指挥歼击机开始对接。

“6 米、4 米、3 米……对接成功！”“血液”源源不断地
快速注入战机体内。
　　很快，加油完毕，歼击机迅速脱离加油机重新向战
场飞去……

（三）

　　大雨，一夜未休。
　　次日，参加某大型综合演练的该部飞行员抵达预
定空域后，发现厚云积压、不具备目视加受油条件。此
刻，歼击机已从其他机场起飞奔赴“战场”。任务在即，
容不得退缩。
　　“上升至无云区域，做好加受油准备。”联合指挥所
传来指令。飞行大队长房东洋立即调整航向，操纵战机
在云缝中穿梭，逐渐上升高度，不敢有丝毫分神。高度
表示数越来越大，机组成员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这
个高度的对接已突破了历史极值。
　　上升！上升！终于，战机穿破云层，勉强达到目视条
件。此时，机组几乎贴着云层上沿航行，等待受油机会
合。不久，执行突击任务的歼击机准时抵达。调整好姿
态后，加油锥套从加油机加油吊舱中缓缓伸出……终
于，歼击机与加油机对接成功。数分钟后，顺利完成空
中加油的战机犹如饱餐的猛禽，直刺任务空域。
　　“作为空军首支加油机部队，我们对空军空中加油
事业有种特别的使命、责任。”部队政委郭茂说。
　　近年来，这支部队不断挖掘装备潜能，一次次飞出
新高度，祖国大江南北、远海空天，处处留下了他们的
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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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太原 3
月 30 日电（李国利、
路俊）长征六号改运
载火箭 29 日傍晚在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实现首飞，同时表明
我国首个智慧化发
射场第一次执行航
天发射任务即获得
圆满成功。
　　据了解，这个智
慧化发射场运用物
联网技术对地面各
设施设备进行统一
数据采集和整合，并
通过大数据技术进
行梳理融合，实现全
系统态势感知、全过
程智能管控以及全
流程驱动保证支持，
大大提升航天发射
效率和发射指挥系
统稳定性、安全性。
这次任务使用的 9A
工位开启了我国新一代智慧化发射场建设
的征程，对下一步简化发射流程、提升发射
效率、增强发射稳定性安全性意义重大。
　　据介绍，这次发射任务中，9A 工位改
变了以往火箭临射前还需要大量工作人员
在近端操作的传统模式，实现了火箭发射负
4 小时无人值守，液氧煤油加注开始后，全
部操作均由智慧发射系统实现远程集中
控制。
　　火箭燃料加注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岗位。
在发射场从事加注工作 28 年的技师吉坤深
有感触地说，过去，加注过程中操作手要在火
箭旁开展管路连接、状态核对、软管拆卸等工
作；如今，新发射工位无人值守技术的应用，
实现了加泄连接器自动对接和自动脱落。
　　指挥大厅内，一组组数据快速汇集到智
慧发射系统，将一线各系统的设备状况、人员
操作情况、任务实施情况实时回传到指挥中
心，为各指挥员决策提供科学及时的决策
依据。
　　 3 月 29 日，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从 9A
工位点火起飞，直刺苍穹。“智慧发射系统更
加高效，也对指挥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喊出“点火”口令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一号指
挥员张鑫表示。

国台办诚邀台青登陆：“大而全”的大创新让人澎湃
　　新华社北京 3月 30日电（记者陈舒、刘
欢、陆华东）30 日在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发言人朱凤莲应询谈及台湾青年，从“压
力”到“理想”，从“机会”到“奋斗”，表达了理解
与期待，并发出诚挚的邀请、作出善意的承诺。
　　“台湾 20 到 45 岁青年群体有 871 万，
很多人面临高房价、难找工作、低薪水等压
力，以至于部分人不再相信‘努力有回报’。你
提到近半青年学生倾向当‘躺平族’，我们理
解他们的压力，想对他们说，‘小而精’的小确
幸固然是一种幸福，‘大而全’的大创新更让
人澎湃。追求人生理想，实现更好发展，可以

考虑来大陆看看，大陆能提供的机会超出很
多人想象。”
　　有记者问，岛内一项针对“80 后”的就业
调查显示，有 56% 的人想离开台湾工作，有
33% 的人首选大陆。还有报道说，40% 的年
轻人未来选择当“躺平族”。对此有何评论？朱
凤莲答问中说了上述这番话。
　　“喜欢传统文化，可以来大陆从事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相关工作，这里有全世界最多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喜欢剑走偏锋，可以
在大陆找到最有趣的音乐、舞蹈、绘画，志同
道合的人不在少数，比如台客摇滚乐队 9 位

成员已在成都找到一席之地；想技压群雄，
可以在大陆找到最炫酷的技能锻造场，朝
全世界最厉害的技能大师或最高端的科学
家、工程师努力；喜欢美味佳肴，可以把台
湾特色菜肴搬到大陆餐桌，共享美味……”
她介绍说。
　　“有梦想、有干劲的青年人，看清形势，
抓住机遇，用好政策，努力奋斗，肯定能在两
岸关系发展大潮中取得成功。”朱凤莲表示，
我们将不断创造更好条件，像服务大陆百姓
一样造福台湾同胞，让更多台湾有志青年有
机会投身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在祖国

广袤土地上书写自己的奋斗故事。
　　她还表示，我们欢迎台湾年轻人来大
陆就业生活。大陆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巨
大的市场体量、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世界上
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工业体
系，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提供足够广阔
的空间和足够多样的机遇。2015 年以来，
国台办授牌设立了 78 家海峡两岸青年就
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涵盖园区、学校、创
业孵化器、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各类平台，为
台青提供实习就业岗位、辅导培训等，助力
台青在大陆实习就业创业。

　　新华社北京 3 月 30 日电（记者谭谟
晓）银保监会官网 30 日发布消息，当前，
保险业正积极开展“3·21”东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保险理赔工作。
　　截至 3 月 29 日，财产保险方面，承保

飞机机身的人保财险、太保财险、平安财
险、国寿财险合计向东方航空公司预付保
险赔款 1.16 亿元。人身保险方面，相关
保险公司根据客户报案情况，积极开展保
险理赔工作，目前已有 11 家公司向遇难

人员家属支付 14 笔赔款，合计 1485 万元。
　　银保监会表示，下一步将统筹协调保险
行业进一步细化理赔方案，优化理赔流程、
把握关键环节、注重方式方法，妥善做好后
续保险理赔服务工作。

银保监会：东航飞行事故保险理赔工作正积极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