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1月 12日 星期四6 产 经

山 东 省 荣山 东 省 荣

成 市 桑 沟 湾 海成 市 桑 沟 湾 海

洋 牧 场 被 评 为 国 家洋 牧 场 被 评 为 国 家

级休闲渔业示范基地级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杨志礼杨志礼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数字化让住房公积金好办易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亢亢

舒舒

科 技 活 水 兴 渔 富 民科 技 活 水 兴 渔 富 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崔 浩浩 乔金亮乔金亮

油品升级不等于油价上涨

长达 20 余年的油品质量升级“长跑”告

一段落。2023 年 1 月 1 日起，国六 B（或称国

ⅥB）标准车用汽油全国上线，我国汽油全面

进入国六 B 时代。虽然升级后的油品更加清

洁环保，但不少人认为国六 B 汽油将推动油

价上涨，现有汽车“喝”上新汽油还会水土不

服。果真如此么？

国六 B 汽油，也称为国六 B 标准车用汽

油。国六 B 车用汽油标准并不是指代某个特

定的汽油产品，而是一套升级标准体系，主

要参考指标是汽油燃烧后的排放物数据。

按照规划，国六汽油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

阶段，国六 A；第二阶段，国六 B。此次上线

的国六 B 汽油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国六标

准汽油，之前的国六 A 只是一个过渡产品。

油 品 升 级 核 心 目 的 是 治 理 大 气 污 染 。

近年来，我国汽车保有量不断上升，汽车尾

气排放对大气的污染日益严重。数据显示，

机动车排放影响 PM2.5 细颗粒物 20%至 30%，

是造成灰霾、光化学烟雾的重要原因。油品

质量是影响汽车尾气排放的重要因素，油品

升级就是为了从源头防治环境污染，保障广

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辛烷值、硫含量、芳烃和烯烃含量是油

品升级的重点指标。辛烷值就是我们通常

说的汽油标号，其反映的是汽油的抗爆性

能；硫化物在燃烧后生成的二氧化硫和三氧

化硫排放至大气中则会污染环境，并且在与

水相遇后会产生具有腐蚀性的酸性物质，腐

蚀发动机等部件；芳烃燃烧后会导致致癌物

苯的形成，并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烯烃挥发

到大气中会加速臭氧的形成，使环境受到严

重污染，还易使发动机和发动机进气系统形

成胶质和积碳。油品升级就是这些指标不

断优化的过程。

油 品 升 级 之 路 不 是 一 蹴 而 就 的 。 从

2000 年至今，我国用 20 多年时间完成了从国

一汽油到国六汽油的质量升级。根据重点

指标的变化，该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目标为实现汽油无铅化，第二

阶段目标为降低硫含量，第三阶段目标是降

低芳烃、烯烃等含量。消费者印象比较深刻

的一次油品升级应该是在 2016 年，彼时汽油

从国四升级为国五，原有的汽油标号由 93、

97 更改为 92、95，并且有了更高标号的 98 号

汽油。此番随着国六 B 汽油全国上线，我国

汽柴油生产已几乎全部处于第三阶段。

国六汽柴油标准是目前全球最严格的

排放标准之一，个别指标超过欧盟标准。与

国五标准相比，国六标准并不会改变汽油标

号，主要是降低了汽油当中的烯烃、芳烃、苯

含量，这对于改善汽车尾气排放较为关键。

正是因为史上最严标准给炼油厂和车企带

来了严峻的挑战，为保证足够的准备周期，

国六标准采用分步实施的方式，设置了 AB

两个排放限值方案作为过渡，分别在 2019 年

与 2023 年实施。与国六 A 相比，国六 B 汽油

的区别主要在于降低了烯烃含量的上限，更

加清洁、环保。全面使用该标准汽油，可进

一步降低污染物排放，有利于加快改善环境

空气质量。

更高品质的汽油是否意味着更高昂的

价格？理论上说，汽油标准的大幅度提升必

然伴随着炼油厂设备的升级改造，带来生产

成本上升。2013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常务会

议明确了油品质量升级时间表，并指出要按

照合理补偿成本、优质优价和污染者付费的

原则合理确定成品油价格。按照这一要求，

在升级到国四、国五标准时，汽油价格标准

都出现了上调。而升级至国六阶段时，由于

主要指标的提升不会大幅提高炼油企业加

工成本，故国五转国六并没有全国范围的价

格调整标准。目前，国六 B 汽油零售价格仍

按原质量标准价格执行，不会因为油品质量

升级而变化，石化企业承担了质量升级带来

的成本上涨。

价格不变的同时，消费者也不必担心油

品升级对爱车造成损坏。国六 B 汽油和国六

A 汽油短期混用对汽车的使用不会造成影

响。由于汽油烯烃含量的进一步降低，长期

使用国六 B 汽油，会减少发动机内积碳和胶

质的沉积，降低发动机故障率，延长发动机

使用寿命，降低车辆保养成本。

交通运输行业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部

门，是引发全球

气 候 变 化 的 主

要因素。“双碳”

目标下，持续升

级 油 品 质 量 是

必 要 之 举 。 但

长远来看，积极

推 动 汽 车 电 动

化、推广可持续

燃 料 方 为 治 本

之道。

年产量保持在 6500 万吨以上，长期稳居

世界第一，人均占有量超过 45 公斤⋯⋯水

产品作为重要的食物和优质蛋白供应来源，

对于保障国家食物安全、促进农民增收、推

进乡村振兴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近日举办的全国渔业科技创新大会

上，与会专家表示，在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

过程中，要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

第一动力，聚焦重点任务，调动多方资源，强

化协同攻关，加快成果转化，为水产品保供

和渔业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科技创新拓空间

数据显示，我国人均耕地和水资源占有

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和 25%。近年来

渔业生产空间持续减少，2016 年以来水产养

殖面积平均每年下降 131 万亩，用地用水矛

盾凸显，资源环境制约加剧。在劳动力、空

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依靠高性能的

品种、高水平的技术、现代化的装备来破解

各种条件制约。可以说，强化渔业科技创新

是向江河湖海要食物的必然选择。

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多地整合

资源，坚持科技创新，开发深远海、大水面、

盐碱地、稻田等新兴空间，利用水生植物、动

物和微生物多种资源，为提高土地产出率，

破解渔业发展瓶颈进行积极探索。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莫杰介

绍，重庆以种养循环为路径，推广稻渔综合

种养，因地制宜推进稻鱼、稻虾、稻蟹、稻螺

综合种养，新建标准化基地 5 万亩，稻田亩

均新增产值 1360 元。创新“鱼菜共生”模式，

建设工厂化鱼菜共生示范基地 3 个，推广规

模达 5.7 万亩，亩均产值 1.6 万元。试点水库

浮式圈养，统筹小型水库资源，根据水库环

境承载力布设养殖浮桶，实现了一水多用、

以渔净水目标。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郭鹏说，山

东整合海洋、机械、材料、能源、信息等科研

力量，拓展深远海养殖空间，向大水面要品

质，向深远海要空间，目前已建成并运营的

大型深远海智能养殖设施装备 23 台套。该

省打造全国首座大型智能化海洋牧场综合

体平台“耕海 1 号”网箱，开创了“蓝色粮仓+

蓝色文旅”渔旅发展新模式。挖掘渔业生态

养护功能和“以养为主”优势，有效扭转渔业

资源衰退趋势，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提供更多优质水产品，实现生产与生态的协

调发展。

“必须依靠科技破解各种条件制约，提

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局长刘新中表

示，要坚持以养为主、宜渔则渔，全方位多途

径拓展江河湖海渔业发展空间，构建多元化

水产品供给体系。利用各种项目支持，在更

多空间为更多技术开辟应用场景。更加注

重养殖与环境关系研究，对环境容量、物质

能量循环规律等提出限量标准和解决方案。

关键技术需突破

近年来，我国在渔业科技诸多领域不断

实现新突破，原始创新方面，在国际上我国

率先破译鲤、鲫、对虾、牡蛎、海带等 50 余种

水产经济物种全基因组图谱；建成国际上第

一个水产生物全基因组选择育种平台，成功

研制出鱼类抗病育种基因芯片“鱼芯 1 号”，

淡水鱼类远缘杂交育种取得突破；培育出无

肌间刺鲫、团头鲂，并获得稳定遗传；10 年培

育水产新品种 157 个。

不过，渔业产业链核心科技领域创新仍

然不足。“目前我国水产良种覆盖率总体仍

然偏低。”刘新中表示，目前我国工厂化养殖

产量仅占总产量的 1%，养殖机械化率只有

33.5%，个别重要种源供应仍主要依赖进口，

核心技术不足现象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广东省发挥水产种苗大省优势，打造

了全国水产苗种生产中心和南苗北运的枢

纽，其中 6 家企业入选国家水产种业育繁

推一体化优势企业，8 家入选国家水产种业

阵型企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

黄孟欣说，该省引导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共

建，支持建设一批重点品种省级遗传育种

中心。全省培育推广优质、高效的水产新品

种 39 个 ，占 全 国 水 产 新 品 种 总 数 的

14.66%。其中，自主培育通过审定南美白对

虾新品种 7 个，占全国南美白对虾水产新品

种总数的 58%。

重庆市以资源保护利用为重点，全面系

统开展资源普查，登记水产养殖种质资源

160 种。建成种质保存基地 12 家、室内保存

库 10000 平方米，实现应保尽保。以国家级

原种场、市级水产良种场为主体，培育“育、

繁、研、推”一体化龙头企业 3 个，认定繁育

主体 360 个，年繁育苗种 10 亿尾以上，核心

种源自给率达 85%。该市坚持种业创新攻

关，整合涉渔科研力量，实施名优鱼类人工

繁育协同攻关，年繁育苗种 3000 万尾以上。

上海海洋大学校长万荣告诉记者，学校

聚焦行业发展急需，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与成果产出，整合组建了水产生物育种研究

中心、极端海洋过程与资源研究中心、国际

食品与健康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等一批跨学

科交叉研究创新平台，促进多学科交叉融

合。通过现代基因技术和传统选育技术相

结合，在国际上首次选育出耐低氧鱼类新品

种团头鲂“浦江 2 号”，培育出中华绒螯蟹

“江海 21”、淡水珍珠“康乐蚌”、三角帆蚌“申

紫 1 号”等新品种。

良种是产业的“芯片”，强化渔业科技创

新是打破核心技术制约、破解渔业产业“卡

脖子”风险的关键。刘新中表示，下一步围

绕重点品种，将进一步加快优良品种培育。

加快以种业为重点的科技创新，深入实施水

产种业振兴行动，开展水产种质资源普查、

收集、鉴定、保护和发掘，摸清渔业资源家

底。加快国家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健

全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体系。

产业协同促转化

近 10 年，全球渔业产量增长超 40%，成

为食品生产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联合国

粮农组织预测，未来 30 年全球水产品消费

量年均增长率仍保持在 1.0%至 2.9%。提升

渔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水平，发展机械化、

自动化和智慧渔业，成为各国渔业发展的重

要方向。

据了解，目前各地纷纷加大农业科技领

域投入。浙江省全面实施“科技强农行动”，

省部级渔业研发资金每年超亿元；江西省加

大渔业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建成院士工作站

6 个；辽宁省积极开展渔业信息化技术集成

与示范，创建“辽宁省渔业智慧云平台”；上

海 市 积 极 支 持 渔 业 科 技 工 作 ，5 年 来 投 入

1.15 亿元支持 50 多个渔业科技项目研究。

可 以 说 ，渔 业 产 业 科 技 落 地 取 得 了 明 显

成效。

设施装备是渔业科技的物化载体。浙

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沈剑峰家庭农场占地 180

余亩，从事青虾生态养殖。对河虾来说，饲

料喂养、河水氧气等都很讲究。早年，农场

采用传统方法养殖，加之设施不完善，青虾

产量低，接连亏损。这几年，在镇农办支持

下，通过新型农民培训，沈剑峰逐渐掌握了

科学养殖技术。农场安装了全景监控和增

氧设备智能系统，只需动动手指，增氧机即

可开启。“青虾对水质要求高，原先都靠肉眼

观测，现在购入水质监测设备，随时检测 PH

值和亚硝酸盐含量等指标。”沈剑峰说。

龙头企业是渔业科技的应用主体。江

西省芦溪县大力实施现代渔业示范区项目，

着力以渔业龙头企业为链主，打造水产养殖

基地，特色水产养殖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该县在苗种、饲料、养殖、加工等环节培育一

批有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发展现代水产业，

并延长产业链，铺就了特色产业富民路。推

行“公司（合作社）+基地+养殖户”，引导农

户发展高价值品种养殖。同时，推广先进渔

机渔具、节能减排技术等，引进专业养殖企

业从事黄颡鱼养殖，产品全部出口韩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院长王小虎表示，

下一步要联合政产学研，凝聚创新合力，推

动成果应用落地，将服务产业科技需求作为

全院创新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成果

转化应用水平，着力破解制约产业发展的重

大科技问题，重点抓好创新链与转化链、转

化链与产业链两个衔接，强化品种、装备、产

品等实物化成果的产出，设立成果转化奖励

基金，推动成果的熟化、转化和推广应用。

转化应用是渔业科技创新的“最后一公

里”。专家认为，要推动政产学研高效合作、

协同发力，创新成果转化方式，形成集成转

化平台载体，赋予科研单位、科学家更多自

主权。充分利用企业熟悉市场和产业需求、

集成转化应用技术能力较强的优势，加快产

业化应用。搭建市场化应用平台，推动成果

发布、展演、评鉴、竞价，丰富技术开发、咨

询、转让等多种成果转化形式。

曾在外企工作的李颖现在是一

名公务员，更换工作单位之后，需要

办理公积金接续业务。扫描二维

码，打开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动

一动手指，一番简单操作，李颖很快

完成了公积金的接续手续。曾经在

石家庄工作的刘亚彤后来到北京工

作，也是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

序，将多年前缴存的公积金提取出

来，而在以前，异地提取公积金免不

了要回到原缴存地。数字化让公积

金业务办理更便利，由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推进的全国住房和公积金小

程序正是公积金数字化建设的一个

方面。

过去，公积金业务几乎都要到

窗口办理，数字化推动公积金服务

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数字技术解

决了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的堵点

难点问题，各地也积极探索公积金

数字化发展路径，将住房公积金普

惠性公共服务便捷精准地送达群众

身边。

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聚

焦川渝两地办理公积金业务需要

“折返跑”的问题，深入推进“跨省通

办”，实现缴存、提取、贷款等 50 余

项信息实时在线共享。同时，通过

业务数据互通，取消异地转移接续

办理资料，由原来的两个中心往返

邮寄要件办理，转为职工线上自助

办理，办理时间由 1 个月压缩至最

快当天办结。

在新疆，全区 14 个中心通过一

体化业务流程，实现归集、提取、贷

款三大类 27 项业务的“全区通办”，

异地转移接续实现即时办理，异地

贷款审批时限压缩至 5 个工作日，

“跨省通办”服务事项全部开通，将

原有封闭小循环变为全区开放的大

循环。同时，积极构建和拓展全区

15 分钟便民服务圈，缴存职工无论

身处新疆何处，都可在就近的住房

公积金业务网点办理业务，不受缴

存地限制且资金秒到。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出《关于加快住房公积金数

字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加快推

进全系统数字化发展，让数字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和缴存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积金

监管司副司长王旭东介绍，到 2025 年将基本形成全系统业

务协同、全方位数据赋能、全业务线上服务、全链条智能监

管的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新模式，确保资金安全，让服务

事项“网上办、掌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更加好办易办。《指

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进入新

阶段。

公积金数字化发展将打牢数字化发展的数据和平台基

础。《指导意见》明确，将建立健全让数据用起来的机制，依

法加强数据汇聚、共享和利用，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质量管

理，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全面提升平台支撑能力，推

动实现各地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协同联动，形成“纵向贯

通、横向联通”的数据共享“立交桥、高速路”，支撑跨层级、

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同时，公积金将构建数字化服务新模式，推进服务标准

化、规范化、便利化，编制服务事项基本目录和实施清单，实

现同一服务事项在全国范围内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指导意见》明确，将丰富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服务事项，

构建跨区域跨部门业务协同机制，实现更多服务事项“跨省

通办”“一件事一次办”，让服务“随时随地可办”。鼓励利用

数字技术精准推送服务，建立服务体验反馈机制，持续优化

和创新服务模式，让服务“更加精准智能”。

此外，公积金将强化全链条监管，不断完善全国住房公

积金监管服务平台、电子稽查工具等数字化监管手段，推动

形成部省市三级联动的数字化监管机制，多维度评估和动

态监测管理运行情况，逐步从事后监管向事前事中事后全

过程监管转变，守好缴存人“钱袋子”。加强与相关部门的

数据共享，实现监管协同，有效防范各类风险。

“到 2025 年，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同一项公积金服

务，从受理到办结过程中能够得到基本相同的服务，即实现

服务标准化。除了公积金贷款面签等有相关规定的服务事

项之外，将基本实现网上办、掌上办。”王旭东说。

本版编辑 祝君壁 美 编 夏 祎

油品升级是为了从源头防治环境污染，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国

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要合理确定成品油价格。升级至国六阶段时，由于主

要指标的提升不会大幅提高炼油企业加工成本，国六 B 汽油零售价格仍按原质

量标准价格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