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

长尼尔森近日声称：“中国的

太空计划是一个军事太空计

划，中国偷窃了别国的创意

和技术，其空间站的任务是

学习如何摧毁别国的卫星。”

尼尔森此论罔顾事实，信口

开河，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这不是美方第一次渲染

“中国外空威胁论”。今年

4 月份，美国五角大楼情报

部门发布报告，妄言中国和

俄罗斯合作研发可以打击美

国 卫 星 的 武 器 。 今 年 5 月

份，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

听证会上，尼尔森诬称“中美

已进入太空竞赛时代，中国很

擅长偷窃美国的航天技术”。

美方在外空议题上反复

抹黑、攻击中国，其实质是为

美方自身发展军力、谋求称

霸外空制造借口，也是美方

固守冷战思维、转嫁自身责

任的又一表现。

外空蕴含着无穷无尽的

奥秘，有待人类不断探索。

世界各国唯有秉持开放包容

的姿态，开展全方位交流合

作，才能推动人类航天事业

持续进步和发展，揭开更多

外空奥秘。

中国一向倡导和平利用

外空，坚决反对太空的军事化和武器

化。近几十年来，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迅

速，在若干重要技术领域跻身世界先进

行列，与此同时，在平等互

利、和平利用、共同发展的

基础上，中国不断加强国际

空间交流合作，为人类探索

外空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推

动人类航天事业进步的积

极力量。

反观美国，其不仅是世

界上首先在太空实行军事

化和武器化的国家，在发展

太空霸权、太空军事化和太

空武器化领域也走在世界

前列，已成为外空安全面临

的最大威胁。

美 国 一 直 在 推 进 所 谓

“弹性太空”建设，企图混淆

军事与民商概念边界，将商

业实体和普通民众拖入太

空军备竞赛，强化自身外空

优势地位。近年来，美国更

是公然将外空界定为“作战

疆域”，加快组建外空军和

外空司令部，研发部署进攻

性外空武器，长期消极抵制

谈 判 外 空 军 控 法 律 文 书 。

同时，美国一边拉拢盟友打

造“太空北约”，企图让其他

国家服务于其外空私利；一

边 在 航 天 国 际 合 作 上 设 置

障碍，对不认可其外空霸权

的国家航天机构肆意制裁。

美国将其一贯的霸权作

风、霸道做派延伸到外空领

域，严重威胁了外空的和平探

索和利用，是对人类航天事业

的巨大伤害，必将遭到越来越多正义人

士的坚决反对。维护外空持续和平与安

全，美国应切实承担起大国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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倏忽温风至 因循小暑来

据新华社天津 7 月 5 日电（记者周
润健）“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北京

时间 7 月 7 日 10 时 38 分将迎来小暑节

气，此时节，温风已至，暑气正浓，我国

大部分地区进入炎热季节。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国庆介

绍，公历每年 7 月 6 日、7 日或 8 日，当太

阳到达黄经 105 度时，为小暑之始，它

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一个节气，也是夏

季第五个节气。

小暑与夏至相比，白天已经开始变

短，但是气温却一直在升高，很多地区

的平均气温已接近或超过 30 摄氏度。

此时，要么没风，即便有风，也常常是裹

挟着热浪的风，天地间仿佛变成了蒸

笼、烤箱，正如俗话所说“小暑大暑，上

蒸下煮”，自然万物经受着高温极致的

考验。

小暑时节，一些粮食已喜获丰收，我

国各地有“食新”的习俗，即吃新米、喝新

酒。“农民将新割的稻谷碾成米后，做好

美食祭祀谷神和祖先，然后众人再品

尝。民俗中的‘吃新’有‘吃辛’之意，即

把辛苦全都吃下去，期盼来年少受劳苦，

风调雨顺，日子越过越好。”由国庆说。

伴随着滚滚热浪，一年中最热的

“ 三 伏 ”也 近 在 眼 前 。 伏 天 是 温 度 最

高 且 潮 湿 闷 热 的 时 段 ，在 小 暑 节 气

中，7 月 16 日开始进入“三伏”中的头伏

（初伏），今年的“三伏”长达 40 天。

小暑前后大众该如何养生？由国

庆结合养生保健专家的建议提醒，天气

炎热时人容易情绪激动、烦躁不安、心

烦意乱、困倦乏力，而这易伤及人的脏

腑。大家在自我养护和锻炼时要戒躁

戒怒，保持心平气和，心情舒畅，让神经

系统处于宁静祥和的状态，确保身心机

能旺盛，以符合“春夏养阳”的传统养生

原则。

戈 壁 红 驼 养 成 特 色 产 业
乌拉特后旗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边

境旗县之一，面积约 2.5 万平方公里。

在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牧场上，骆驼是

当地牧民的“伙伴”。全旗有戈壁红驼

5 万多峰，约占全国骆驼总数的 20%。

在乌拉特后旗获各琦苏木前达门

嘎查 1 号牧养基地，500 多峰骆驼已经

休息，牧民王贵德还在备料。“牧区建设

‘托驼所’后，我将自家的 16 对母子驼

送到这里托养。不到一年，分红就领了

2 万多元。”王贵德告诉记者，因为自己

有养驼技术和电力维修技能，被基地聘

用，每年有 6 万元工资收入，“一开始，

我在这里打工还有个小心思，就是想看

看自己的骆驼托养后的情况，如果养不

好我就随时把自家骆驼拉回草原上。

结果发现，企业的饲养技术没的说，我

也分享了自己长年养驼的经验”。

近年来，乌拉特后旗抓住国家、自

治区支持牧区特色养殖机遇，将红驼产

业确立为主导产业。在边境线 50 公里

内，重点打造戈壁红驼产业发展带，并

划定三片适宜养殖骆驼的草场；累计投

入资金 1650 万元，争取扶持资金 1.1 亿

元，引导金融机构重点支持骆驼等特色

产业发展；在专利技术引进、产业基础

设施建设、产品研发、品牌创立、品种改

良等方面，给予支持保障。

在戈壁上建设“托驼所”的内蒙古

英格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旗里引进

的骆驼养殖龙头企业。入驻仅两年，公

司就开始了戈壁红驼产业“1+6+200”

发展布局：建设 1 座戈壁红驼产业园

区 ，建 设 6 个 高 标 准 养 殖 基 地“ 托 驼

所”，与 200 个骆驼养殖大户建立合作

关系。“公司与牧户签订一年制租赁寄

养合同，将泌乳期的母驼和驼羔集中托

养在基地。租赁期间，驼奶、驼绒等收

益归基地所有，基地免费为牧民喂养、

驯化红驼，每峰骆驼每年支付给牧民

2400 元租赁费。”英格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李建军说，骆驼托养既让牧

民有时间打工挣钱，又能减轻草场的压

力，还方便了驼奶的回收、加工。

“我们把红驼产业作为富民项目，

力争骆驼养殖稳定在 6.5 万峰，每年向

国内外市场提供驼鲜奶 3000 吨、驼肉

1000 吨 、驼 绒 200 吨 ，出 栏 成 年 骆 驼

8000 峰，使骆驼产业总产值突破 5 亿

元，带动牧民增收 720 万元。”乌拉特后

旗旗长毅恒说。

今年 1 月，中欧班列“乌拉特后旗

号”正式开行，巴彦淖尔市的番茄酱、葵

花籽等优质农产品乘中欧班列发往哈

萨克斯坦等国家。“骆驼的交通属性减

少之后，我们发展‘钢铁驼队’，每周常

态化开行中欧班列，输出优质农畜产

品，进口境外矿产资源，开展落地再加

工，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点。”

毅恒说。

海 南 离 岛 免 税 激 活 消 费
本 报 海 口 7 月 5 日 讯（记 者 潘 世

鹏）海 口 海 关 最 新 公 布 数 据 显 示 ，自

2020 年 7 月 1 日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

施以来，截至今年 6 月底，海口海关共

监管离岛免税商品销售金额 906 亿元，

销售件数 1.25 亿件，购物旅客 1228 万

人次。日均购物金额 1.24 亿元，较新政

实施前增长 257%。在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大背景下，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的游

客越来越多。

“消费是连接国际和国内市场的

重要一环。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

际 旅 游 消 费 中 心 是 中 央 赋 予 海 南 的

‘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之一。”海南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人文社科

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夏锋认为，“海南

背靠 14 亿多人的大市场，正加快打造

免税购物品牌，承接海外消费回流，让

国人不出国门就能享受国际化旅游服

务和产品。”

“离岛免税不仅是促进国内消费提

质升级、吸引境外消费回流的重要举

措，也是拉动海南经济发展的关键支

撑。”海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崔

剑告诉记者，“2021 年免税品销售占海

南省旅游收入二分之一，免税商品进

口 占 全 省 进 出 口 总 额 的 三 分 之 一 左

右，销售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四分之一。”

6 月 28 日，首届海南国际离岛免

税购物节（2022 年）暨第四届中免海南

离岛免税购物节在三亚国际免税城开

幕。此次购物节将持续至 12 月份，在

海南省范围内举办超过 50 场专场营

销活动和品牌活动，开展“彩妆节”“腕

表节”“手袋节”“暑期王国旅行记”“周

年店庆”等 5 大主题活动。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刘成表示，6 月至 8 月，

海南集中在岛内外旅游市场推出“十

大主题活动”，吸引更多游客来琼旅游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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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 力

7 月 2 日 航 拍 的 江

苏省南通市狼山水厂一

角 。 狼 山 水 厂 2021 年

全年制水量 1.5 亿立方

米，创年供水量的最高

值。目前，南通市区及

区 域 供 水 实 现 深 度 处

理全覆盖，全面实现从

供“合格水”向供“优质

水”的转变。

许丛军摄

（中经视觉）

（上接第一版）

不 久 ，“ 中 央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改 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增加了“生

态”二字，以贯通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统一监管。

2019 年 6 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规定》印发实施，以党内法规的

形式规范督察工作。

按照规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进一步强化了

督察权威。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督察工作接续

推进。

2019 年 7 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更加深入——除地

方外，增加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中央

企业作为督察对象；将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

署情况，以及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

质量发展情况等作为督察重点⋯⋯

2022 年 ，经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批 准 ，

《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

法》印发实施。

2022 年 6 月，历时三年，第二轮督察

任务全面完成。

“敢于动真格，不怕得
罪人，咬住问题不放松”

精准把脉，才能对症开方。

在2016年河北省督察反馈后，习近平

总书记就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坚持问题导

向，就要在发现问题上下大气力，敢于动

真格的，搞清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2021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要坚持严的基调，该查处

的查处，该曝光的曝光，该整改的整改，

该问责的问责。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督察坚持

问题导向，一些地方多年快速发展积累

的生态环境“顽疾”被一一摆上台面。

回看历次督察曝光的典型案例，“生态

破坏”“环境基础设施短板”“生活污水

直排问题较为普遍”“敷衍应对整改”等

问题反复出现。

在 2018 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治水时

强调：“根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提供的

情况，甚至一些直辖市、沿海发达省份、

经济特区都有大量污水直排。”

“水浮莲遮江蔽河，远望如同大草原

一样！”被称为“广东污染最严重河流”的练

江，曾让流域内 400多万群众饱受水体黑

臭之苦，老百姓一度认为这条河“没救了”。

2017年4月，练江首次被中央环保督

察点名：汕头、揭阳两市长期以来存在等

靠要思想，练江治理计划年年落空⋯⋯

一年后，督察“回头看”继续盯住练

江污染治理问题。水体又黑又臭，河道

岸边随处可见垃圾。督察组指出练江

治污光说不练。

广东省市县镇村五级联动发力，加

大练江污染整治力度，重点开展“控源

截污”，一一补上环境整治欠账⋯⋯现

如今，练江告别了“墨汁河”，正逐渐恢

复“生命力”，周边群众深刻感受到了练

江生态环境的变化。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阶段、资源

禀赋、环境容量差距很大，需要坚持精

准、科学、依法督察，抓住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为被督察对象画准像。

在生态敏感的广西，督察将重点放

在漓江生态环境保护；

在资源富集的黑龙江，黑土地保护

进入督察视野；

在“千湖之省”湖北，湖泊治理每次

都是督察关注重点⋯⋯

找准各地生态文明建设的症结所

在，挖出环境问题的病根，对当地祛除

“顽疾”紧盯到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上表示：“特别是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制度建得好、用得好，敢于动真格，

不怕得罪人，咬住问题不放松，成为推

动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落实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

盛夏时节，走进秦岭牛背梁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密林参天、飞瀑如帘。

曾经，秦岭北麓违建别墅犹如块块

疮疤，蚕食着秦岭山脚的绿色。习近平

总 书 记 先 后 6 次 作 出 重 要 指 示 批 示 。

中央派出专项整治工作组入驻陕西，千

余栋违建别墅被彻底整治并复绿。

不 只 是 秦 岭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一些严重损害生态环

境的事件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严肃查处。

习近平总书记关注的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也为督察工作指明了方向，成

为督察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与其他专项监督检查等一

起，形成守护生态环境的合力。

一段时期内，祁连山乱采乱挖、乱占

乱建，冻土破碎，植被稀疏，生态受损。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作出重要指

示，要求坚决整改。

2016 年底，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进

驻甘肃，直指祁连山矿产资源违规开

发、水电资源无序过度开发、生态破坏

整改不力等问题。

2017 年 2 月 12 日 至 3 月 3 日 ，由

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中央督查

组开展专项督查。7 月，中办、国办专门

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环境问题发出通报。

2019 年 7 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正式启动，甘肃进入第一批被

督察的名单。祁连山生态破坏问题成为

督察重点之一。督察组对照党中央要

求，对当地整改进展逐一开展现场核实。

如今，144 宗矿业权全部分类退出，

42 座水电站全部分类处置，25 个旅游设

施项目全面完成整改⋯⋯祁连山逐步

恢复水草丰茂、骏马奔腾的风貌。

咬住问题不放松。督察坚持严的

基调，接连啃下一块块“硬骨头”，严肃

查处了新疆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违

规“瘦身”、腾格里沙漠污染、重庆缙云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建突出、吉林东

辽河水质恶化、云南滇池违规违建等问

题，相关整改工作正在扎实推进并取得

阶段性成效⋯⋯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发展经济是为

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

有利于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危害

百姓的事再小也要除。

督察不仅聚焦“大事情”“硬骨头”，

也将“镜头”对准困扰群众的“身边事”

“小问题”。

水体黑臭、垃圾乱堆、油烟异味、噪音

扰民⋯⋯几年来，两轮督察累计受理转办

群众生态环境信访举报件28.7万件，已办

结或阶段办结 28.5 万件。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

“把生态保护好，把生
态优势发挥出来，才能实
现高质量发展”

碧水蜿蜒，绿带交织。长江之畔的

安徽马鞍山薛家洼生态园，如今是当地

群众亲江亲水亲绿的城市生态客厅。

马 鞍 山 市 因 钢 而 兴 ，产 业 迅 速 发

展，但一直以来生态欠账较多。就在前

几年，薛家洼还是长江岸边的一块生态

“疮疤”，沿江不见江、处处脏乱差。

对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

有着深邃思考——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

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

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

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才会有今

后发展的高歌猛进。”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为重点，推动地方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逐步走上绿色低碳发展道

路。尤其是第二轮督察把严控“两高”

项目盲目上马作为重点，遏制了“两高”

项目盲目上马势头。

2016年 1月，上游重庆；2018年 4月，

中游武汉；2019 年 5 月，南昌；2020 年 11

月 ，下 游 南 京——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先 后

4 次主持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绿

色高质量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殷殷嘱托，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盯住不放，引导沿江 11 省市调

整产业结构，加速岸线整治，严控环境

风险，守护母亲河一江清水。

被督察组多次点名，统筹推进生态

环境高水平保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也

成为马鞍山市必须要答好的“考卷”。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长江沿线开

展治理，整治“散乱污”企业，拆除非法码

头，城区35条黑臭水体全面完成整治⋯⋯

加快打造以钢铁产业为主导的先

进结构材料国家级产业集群，以智能装

备制造、节能环保、绿色食品为标志的

省级重大新兴产业集群，马鞍山市走出

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薛

家洼生态园，详细了解马鞍山市长江岸

线综合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长江

十年禁渔等工作落实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生态保护

好，把生态优势发挥出来，才能实现高

质量发展。”

发展理念决定着发展成效。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强化督察问责，

着力夯实地方党委政府政治责任，推动

生态文明理念落实落地。

2021 年 4 月 25 日，在漓江岸边，正

在广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了漓

江流域综合治理情况，特别问及非法采

石等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最糟糕的就

是采石。毁掉一座山就永远少了这样

一座山。全中国、全世界就这么个宝

贝，千万不要破坏。”

当时，督察组正在广西等地开展督

察，刚刚曝光了广西一些地方违规采矿、

野蛮采石，导致生态破坏严重、地质地貌

严重受损，存在保护为发展让路问题。

督察曝光问题后，当地一名干部表

示，要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平衡发展与保

护的关系，守护好山水美景，发挥特色资

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产业，真正找到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目 前 ，当 地 生 态 修 复 工 作 扎 实 推

进，秀美山水正在重现风姿。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人心，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成为全党全

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的“大环保”工作格局逐步形成。

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期望值

越来越高。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集中攻

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老

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近年来，督察在推动地方整改中，

解决了一批多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

“老大难”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截至 2022 年 4 月底，第一轮督察和

“回头看”整改方案明确的 3294 项整改

任务，总体完成率达到 95%。第二轮前

三批整改方案明确的 1227 项整改任务，

半数已完成；第四、五、六批督察整改正

在积极有序推进。

汾河，黄河第二大支流，山西最大

的河流。由于历史原因，汾河水一度受

到严重污染。两轮督察进驻山西，汾河

污染治理都是重点督察任务。

山西打响全省汾河治理攻坚战，控

污、增湿、清淤、绿岸、调水“五策并举”；

太原市实施“九河”综合治理工程，在汾

河沿线建成绿色生态长廊。

如今，“汾河晚渡”如诗如画，滨河

自行车道宛若彩带，汾河景区成为太原

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2020 年 5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站在汾河

岸边，听到汾河逐步实现了“水量丰起

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习近平

总书记点头称赞：“真是沧桑巨变！”

在内蒙古，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

“一湖两海”综合治理全面推进，重现勃

勃生机；

在宁夏，贺兰山无序野蛮开采、严

重破坏生态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历史

“疮疤”逐渐愈合；

在四川，成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一

份亮眼的“成绩单”，再现“窗含西岭千

秋雪”⋯⋯

锦绣华夏，更多“华丽转身”的故事

正在上演。

踏上新时代新征程，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将保持定力、善作善成，继续为美丽中

国建设贡献力量。亿万中国人民携手同

行，必将描绘出更加壮美的新画卷！

文/新华社记者 高 敬 黄 垚

（新华社北京 7 月 5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