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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全
程参与了由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
科学院牵头组织的2023年江源综合科考
活动，发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
青藏高原腹地的长江源区生态环境正在
发生一系列变化。

长江三源：
整体水质优良
向下游输送大量水资源
记者看到，长江三源中，正源沱沱河

水流湍急，水色土黄；南源当曲水量充沛，
河水清澈；北源楚玛尔河河水偏红，像是
大地的血脉，在宽阔的河床中流淌。

长江科学院水环境研究所副所长赵
良元介绍，沱沱河以冰川融水补给为
主，汛期沿途携带大量泥沙，较为浑
浊；当曲以降水、冰雪融水及地下水补
给为主，经过大面积的湿地调蓄过滤，
河水清澈；楚玛尔河流经含铁丰富的岩
层，河水偏红。

“长江三源河水呈现不同特征，但水
质整体优良。”赵良元说。

青海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近
年来，长江源区水质一直保持在Ⅰ类至
Ⅱ类的优良状况。

长江源区河流不仅水质好，而且水
量大。据青海省水利厅统计，2018年至
2022年间，长江从青海出境输送到下游
的年平均水资源总量达 259.95 亿立方
米。按照国家统计局2022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所载“我国人均年用
水量 425 立方米”，输水量相当于 6100
多万人一年的用水量。

科考队员告诉记者，长江源区地处
高寒自然环境，径流水温低、流速大，
有机物、营养盐等污染物种类较少且浓
度较低。

同时，长江源区本身人类活动强度
低，水环境质量受人类活动影响程度低，
加上国家不断加强这一地区的水生态环
境保护和修复，带动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增

强，水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为长江源
区以下的人们提供永续、清洁之水。

河流水系：
径流增加河床摆动
对路桥管线基础设施安全带来挑战
在沱沱河与当曲汇合处的囊极巴

陇，像长发麻花辫一样的辫状河道呈现
在科考队员眼前，河水宽浅游荡交织，
沙洲林立，多汊并行，河道最宽处超过3
千米。

像囊极巴陇一样，沱沱河、楚玛尔河
下游、当曲下游及其支流布曲、尕尔曲，以
及长江干流通天河上游河段，均以辫状河
道为主，河水游荡在宽阔的河道里。

“规模庞大的辫状水系，是长江源区
河流的一个突出特点。”长江科学院总工
程师徐平说。

据介绍，在青藏高原上，江源河床
下多是冻土，河水很难向下侵蚀。加上
两岸没有山体形成自然约束，也不像平
原地区修建堤防、护岸等水利工程，长
江源地区河流水量大、水流快时，河道
冲刷以横向变形为主，因此河床呈现千
变万化的“辫状”形态。

直门达水文站扼守长江源区干流通
天河出口。据水利部发布的2022年《中
国河流泥沙公报》，直门达水文站记录过
去近10年的年平均径流量为167亿立方
米、年输沙量为1200万吨，分别比1967
年至 2000 年的多年平均值高出 24.6%、
20%，显示长江源区河流整体径流量和
含沙量呈现明显增加态势。

不久前，通天河直门达河段还遭遇
特大洪水，部分道路受灾水毁严重，一
些路段被交通管制、牧民被转移安置。

长江科学院河流研究所副所长周银
军表示，长江源区辫状河道出现径流量
和输沙量显著增加时，河流辫状强度与
横向扩张持续增强，将对河床附近公
路、桥梁、输油和通信管线等基础设施
安全造成一定威胁。

高寒草地：
碧草如茵生机盎然
快速升温或引发草地退化
记者行进在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

长江源区，看到很多地方植被茂盛，碧
草如茵，牛羊成群，呈现出一片生机盎
然的高原生态景观。

来自长江科学院的科考队员任斐鹏
博士告诉记者，经现场调查显示，长江
源区广泛分布的高寒草甸植被以高原嵩
草和矮嵩草等抗寒、耐旱的莎草科植物
为优势种，植株通常比较矮小，多低于
20厘米。

为适应高原低温、干旱、土壤贫瘠
以及大风等极端生存环境，不少长江源
区植物呈现密集排列和贴地生长的外貌
特征，犹如“抱团取暖”。这种低矮的形
态特征不仅增强了植物对极端的气候和
养分条件的适应力，而且能够增强植物
抗倒伏的能力。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长江源区近
年来气温升高，降水增多。中国气象局
发布的《2022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显
示，包括长江在内的三江源地区，2000
年至 2022 年降水量平均每 10 年增加 30
毫米，年平均气温平均每 10 年增加 0.4
摄氏度。这期间，三江源地区 91.2%的
区域植被生态质量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快速升温过程中的高寒
草甸生态系统变化引起了科考队员的关
注。研究显示，持续升温突破“临界
点”后，或将打破原有生态系统平衡，
导致植被退化，草地畜牧生产力下降，
也可导致生态环境质量下降。

任斐鹏和队友孙宝洋近年来在长江
源区持续开展“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模拟
增温实验”。研究发现，当增温幅度达到
或大于 3 摄氏度时，高寒草甸生态系统
发生明显变化。

“小幅度的增温，明显促进了植物生
产力的提高。但当升温幅度超过一定临

界值后，草地生物多样性和物种密度发
生了明显变化。”任斐鹏说，“未来还需
要进一步加强观测，提高生态系统退化
风险早期预警能力”。

野生动物：
数量持续增加
部分地区遭遇“人熊冲突”
海拔 5200 多米的岗加曲巴冰川脚

下，科考队员刘晗蹚入冰川融化的寒冷
河水中采集水生生物样本。不一会儿，
他就收获了一条体长 5 厘米左右的高原
鳅样本。

近年来，科考队员深入人迹罕至的
长江三源，开启长江源鱼类栖息地研究
和保护，逐步揭开小头裸裂尻鱼等关键
鱼种的越冬、繁殖机理，在长江南源记
录到了第六种鱼类——斯氏高原鳅。

长江源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不仅
鱼类等水生物种数量明显增加，得益于
政府和民间力量守护，以及一些牧民放
下牧鞭成为生态管护员，雪豹、藏羚
羊、野牦牛、藏野驴等珍稀野生动物同
样明显增加。

科考途中，记者不时遇到藏野驴悠
然漫步、藏原羚追逐嬉戏，偶尔还能看
到狼群围猎藏野驴等生死对决场景。

长期从事三江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
研究的专家赵新全介绍，近年来，青藏
高原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明显改善，关键
物种种群数量与 20 年前相比增加 2 至 3
倍，藏羚羊由保护初期的不足 2 万只增
至近7万只，藏野驴恢复至3.6万只。

记者了解到，随着珍稀野生动物保护
力度加大，部分地区棕熊数量急剧增加。
一些偏远地区出现棕熊闯入牧民家、破坏
牧民财产的现象，并对人身安全造成很大
威胁，每年 6 月至 8 月是棕熊肇事高发
期。专家和当地政府正对存在的“熊患”
问题开展深入调查，探索可行性解决之
道。（记者 刘诗平 李鹏翔 李劲峰
陈杰）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气候变暖给长江源区生态环境带来系列变化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生态环境部 28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回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

加强入海氮磷污染治理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主任王菊英
介绍，目前近岸海域仍存在劣四类水质
分布，主要超标指标为无机氮和活性磷
酸盐。

近岸海域海水中氮磷主要来自河流
输入、农业面源污染、城镇工业废水和
生活污水排放、海水养殖活动和海洋大
气沉降等。

王菊英表示，要坚持陆海统筹、河
海联动，持续深入加强入海氮磷污染治
理。强化沿海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
建设、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因地制
宜实施人工湿地净化和生态扩容工程、
推进海湾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等重点任
务，以进一步削减入海河流总氮总磷等
的排海量。通过多种举措，逐步改善近
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

扎实推进美丽海湾建设

2022年，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第一批
8个美丽海湾优秀案例。当天发布会上，
今年第二批12个美丽海湾优秀案例也正
式发布。

生态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司副司长
胡松琴介绍，近年来，沿海地方扎实推
进“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
的美丽海湾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

她表示，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会
同有关部门和地方继续深入推进美丽海
湾建设，统筹实施陆海污染防治、生态
保护修复、亲海环境整治等举措，加强
一线指导帮扶，着力加强“一湾一策”
精准治理。

加强红树林保护工作

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海陆交错区
生产能力最高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胡
松琴介绍，近年来，我国红树林保护取

得积极成效。根据2022年调查数据，我
国红树林面积增长至43.8万亩，较本世
纪初增加了约10.8万亩，是世界上少数
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她表示，生态环境部将与有关部门
共同加强红树林保护工作，指导沿海地
方落实好62个海湾内涉及红树林保护修
复的相关重点任务措施。

同时，加强红树林生态保护监管。
持续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
和人类活动遥感监管，开展红树林类型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
估，科学评估红树林保护修复生态环境
成效。

此外，强化红树林生态状况调查评
估。在现有典型红树林生态系统和保护
区监测工作的基础上，逐步拓展监测范
围，常态化开展全国典型红树林生态系
统的生态健康状况评价，并将红树林纳
入下一步要进行的海湾生态环境精细化
调查范围。

第三次海洋污染基线调查
突出4个“更加注重”
今年，生态环境部启动第三次海洋

污染基线调查工作。王菊英介绍，海洋
污染基线调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调查，
是对一定历史时期内海洋生态环境基本
状况的全面摸底。

我国在 1976 年和 1996 年分别开展
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海洋污染基线调
查。她表示，与此前相比，此次调查突
出4个“更加注重”：调查范围更加注重
受人类活动影响最为直接和集中的近岸
海域和 283 个海湾；调查手段更加注重
采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等高新技
术；调查指标更加注重传统污染物和新
污染物统筹；调查内容更加注重海岸线
环境压力和生态状况调查等。

第三次海洋污染基线调查于2023年
开展，计划于2025年完成全部调查和评
估工作。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合力守护碧海银滩
——当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问题回应

新华社记者 高敬

今年8月29日是第20个测绘法宣传
日，主题是“规范使用地图 一点都不能
错”。国家版图是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象
征，爱我国土，要从正确使用地图开始。

国家版图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其中地图是最常用、最主要的表现形
式。从中小学教学挂图、企事业单位挂
图到天气预报、交通运输背景图以及各

类标牌、广告、商标、报刊、影视作品
等，国家版图无处不在，然而错误标
注、错误使用的情况却时有发生。在中
国地图上，一点一线，都代表着我们的
壮丽河山，一点都不能错，每个人都要
呵护国家版图、正确使用地图、自觉维
护其尊严和完整。

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化地图应用

广泛。汽车导航、旅游安排、外卖订
餐，地图内容越来越丰富、更新越来越
快、应用领域越来越广，国内主要互联
网地图服务日均位置服务请求超千亿
次，一旦错误表示国家版图，将造成恶
劣影响。使用互联网地图，必须严肃维
护国家版图尊严。

今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

宣传周主场活动，还启动了全国国家版
图知识竞赛（中小学组）。作为爱国主义
教育的重要内容，面向青少年开展常态
化的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能够帮助
孩子们从相关法律法规和历史长河中了
解国家版图、认知国家版图、树立国家版
图意识，增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自觉性。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规范使用地图 一点都不能错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瓦恰
乡，牧民调试收割牧草的机械 （8 月 28 日
摄）。

每年八九月是新疆牧区的打草季。眼
下，地处帕米尔高原东麓的塔什库尔干塔吉
克自治县境内，各草场的牧民已纷纷开始收
割牧草，忙着储备牲畜越冬的草料。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新疆帕米尔高原牧区
打草季收割忙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记者 史竞男）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
版“剑网2023”专项行动，这是全国持续开展的第19次打击网络侵权
盗版专项行动。

据介绍，本次专项行动于8月至11月开展，将以开展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为契机，聚焦版权领域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和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
不断深化重点领域网络版权专项整治，充分发挥版权保护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进文化创新创造、满足人民文化需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作用。

专项行动将聚焦3个主要方面开展重点整治：一是以体育赛事、点
播影院、文博文创为重点，强化专业领域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传播
版权秩序。加强重点体育赛事节目版权保护，着力整治未经授权非法
传播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等体育赛事节目的行为。加强对点播影
院、私人影吧的版权监管。加大对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文化创意
产品版权保护力度。二是以网络视频、网络新闻、有声读物为重点，强
化作品全链条版权保护，推动建立良好网络生态。深入开展对重点视
频网站（App）的版权监管工作，重点整治短视频侵权行为。深入开展
新闻作品版权保护工作，着力整治未经授权转载新闻作品的违规传播
行为。加强对知识分享、有声读物平台及各类智能终端的版权监管，着
力整治未经授权网络传播他人文字、口述等作品的行为。三是以电商
平台、浏览器、搜索引擎为重点，强化网站平台版权监管，压实网站平台
主体责任。深入开展电商平台版权专项整治，重点规范浏览器、搜索引
擎未经授权传播网络文学、网络视频等行为，推动重点网站平台企业开
展版权问题自查自纠。

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
启动“剑网2023”专项行动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水利部最新发布的《中国水资源公报》
显示，2022年全国再生水、集蓄雨水、海水淡化水、矿坑（井）水、微咸水
等非常规水源利用量进一步增加，达到175.8亿立方米。

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非常规水源利用量较2021年提高37.5亿
立方米，占全国供水总量的2.9%。

近年来，水利部持续加大非常规水源利用力度，联合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部门先后印发了《关于印发“十四五”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目
标的通知》《关于加强非常规水源配置利用的指导意见》《典型地区再
生水利用配置试点方案》，将省级行政区非常规水源最低利用量纳入

“十四五”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进行考核，着力扩大非常规水源
利用领域和规模，在29个省份的78个城市开展了典型地区再生水利
用配置试点。

统计显示，2022年我国非常规水源利用量较2012年的44.6亿立
方米提高了2.9倍，较2020年的128.1亿立方米提高了37%。在北京、
天津、山西、山东等省市，非常规水源利用量占供水总量的比例分别达
到30%、17.9%、8.9%和8%，为保障当地供水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水利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
大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力度，有序推进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建设，有效
发挥非常规水源利用在解决水资源短缺、提高用水效率、防治水环境污
染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022年我国非常规水源
利用量显著提升

新华社郑州8月29日电 记者近日从河南省有关部门获悉，安
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11·21”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党
中央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和事故调查处置等作
出部署。河南省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的8名企业人员立案侦查并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河南省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
纪依法对事故中涉嫌违纪违法的58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问责。

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康学俭、法定代表人康继
革，安阳市尚鑫服装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建亮等8人涉嫌重大责任
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被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安阳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科科长齐
柯、安阳市文峰区消防救援大队政治指导员华胜兵、安阳市公安局文
峰分局宝莲寺派出所民警宋福彬等3名公职人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相关玩忽职守犯罪问
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同时，河南省对事故中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安阳市、文峰区、宝莲
寺镇党委政府及消防救援、公安、应急管理、商务、自然资源、住房城乡
建设和城市管理等部门55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问责。其中，给予安
阳市委书记袁家健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安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高永政务
记过处分，给予安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王朴政务记
过处分，给予时任安阳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欧阳报
军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安阳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王新亭政务记过处
分。对其他相关责任人，也分别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河南严肃查处安阳“11·21”
特大火灾事故相关责任人员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29日电 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
门获悉，内蒙古阿拉善新井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2·22”特别重
大坍塌事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现场救援、伤员救
治、安抚善后和事故调查处置等作出部署。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机关对
涉嫌违法犯罪的19名企业人员立案侦查。内蒙古自治区纪检监察机
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
系统纪检机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涉嫌违纪
违法的42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涉事企业股东韩建华、内蒙古宏鑫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马兴洪等19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等，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其中13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阿拉善盟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孪井滩生态移民
示范区发展改革和经济统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 阿拉腾巴根，孪
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发展改革和经济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中
元，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发展改革和经济统计局党组成员、统计
调查中心主任梁玮，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发展改革和经济统计局
能源科科长詹惠敏，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监察执法一处副
处长吴宁，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监察执法一处二级主任科
员井甜等6名公职人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和职务犯罪，正在接受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同时，对该事故中存在失职失责的阿拉善盟盟委、行署，孪井滩
生态移民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内
蒙古自治区能源局、自然资源厅及盟、示范区相关部门36名公职人
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内蒙古阿拉善新井煤业露天煤矿“2·22”
特大坍塌事故相关责任人被严肃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