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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国产九价HPV疫苗获批上市在西部，有一群“追光”的青年科学家

呼和浩特：绿意葱茏画卷舒
（上接第1版）
那时，这里植被少、沙化严重，每

当刮起沙尘暴，眼睛都睁不开。2012
年，呼和浩特下定决心，开启了大青山
前坡生态治理工程，敕勒川草原生态
修复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智慧化生态修复工程令敕勒川草
原这座“呼和浩特后花园”焕发勃勃生
机。通过“土壤改良+植被重构+智能
灌溉”三位一体技术，碳汇能力年增
3.2万吨。当夕阳为草原镀上金边，马
头琴声悠扬飘荡，来到这里的游客们
无不感慨：“这哪里是草原，分明是徐
徐展开的《敕勒歌》长卷！”

从飞沙走石到草长莺飞，敕勒川
草原的变迁是一个生动缩影，其照见
了呼和浩特不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
坚实步伐。

呼和浩特以“绿”为笔，不断加强
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持续开展大规
模国土绿化，大力推进“山川河海”行
动，修复退化草原 1.5万亩，改造国土
生态绿带 4.1万亩，累计义务植树 125
万余株，建成敕勒川草原、雅玛图森林
公园、哈拉沁生态公园等生态保护绿
化工程项目，大青山前坡 80%的土地
实现了生态绿化，大青山区域林地面
积达到142.2万亩、草地面积171.45万
亩。

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不断增强，也
为生物多样性构筑了坚实的存续根基
与演化舞台。和林格尔县宝贝河文化
生态公园迎来大批迁徙候鸟，内蒙古
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麋鹿种群
数量持续攀升，这些都成为呼和浩特
生态环境改善的生动见证。

标本兼治 全力推动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

绿色，不仅是生态优势，也是经济
红利。

连日来，全国最大工业供汽管道
在呼和浩特建设正酣。“该项目投产
后，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7.2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 21万吨、二氧化硫 93吨、氮
氧化物151吨、粉尘18吨，环境效益十
分可观。”负责该项目建设的内蒙古能
源集团金山热电公司副总经理史小宇
说，项目建成后，将为呼和浩特产业结
构调整和绿色发展注入动能。

近年来，呼和浩特坚定不移地贯
彻生态文明理念，将绿色发展融入现
代优势特色产业体系的打造中，全力
推进“六大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走
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
的新路。

全面推进减污降碳。积极推动
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编制完成

《呼和浩特市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

估报告》。督促 14 家发电企业如期
完成年度履约清缴。印发《呼和浩特
市推进生态环境领域转型升级实施
方案》《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的实施方案》。

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积极
争取项目能耗指标，旭阳 360 万吨
焦化、华为云和林格尔数据中心等
11 个重大项目取得自治区节能审
查批复，解决能耗指标 281 万吨标
准煤。开展绿色制造梯次培育行
动，认定市级绿色工厂 28 家、绿色
园区 2 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6
家，创建自治区级绿色工厂 13 家、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5 家。蒙西托
电打捆外送 200 万千瓦新能源、武
川 10 千瓦电网侧储能电站、呼热
电 新 能 源 消 纳 等 项 目 建 成 投 用 。
设立全区首家绿电绿证交易服务
机构。成立“1+2+N”新能源产业链
生态联盟。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完善
《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的实施方案重点工作分工方案》，进
一步捋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机
制。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
革，印发《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与检察公益诉讼工作衔接机制办法
（试行）》，建立全区第一个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修复基地。印发《呼和浩特市
林业碳汇试点建设方案》，完成和林格
尔县、清水河县45万亩林业碳汇开发
项目储备工作。推动建设呼和浩特林
业碳汇交易服务中心。

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严格
落实矿产资源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
率和综合利用率最低指标要求，强化
监督管理。建设国家废旧物资循环
利用体系重点城市。3家报废机动车
回收拆解企业完成升级改造并重新
取得资质。强化土地集约利用，清理
批而未供土地 2.81万亩，处置闲置土
地 327.75 亩。自治区批复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882亩，有力盘活
存量土地资源。

目前，全市创建了 12 家自治区
级绿色工厂、8个绿色设计产品、4家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1家绿色园区、
5家自治区级节水型企业；公共交通
机动化出行分担率为 47.46%，绿色
出行比例为 74.20%；推进建筑提标
改造减碳，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达96.68%。

如今的呼和浩特，以生态打底、用
绿色作画，是名副其实的宜居、宜游之
城。生态文明建设的磅礴力量，正在
青城大地喷涌而出、渐次成势，持续赋
能呼和浩特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

河流两岸建设人工湿地防治农业
面源污染，河道内布置沉水植物净化
水质，亲水步道为村民提供休闲好去
处……在重庆市长寿区云集镇大同村，
高洞河生态修复项目即将完工验收，水
清岸绿的美景已见雏形，水质从治理前
的Ⅳ类变为现在的Ⅲ类。

63岁的村民冉龙文见证了高洞河
的变化，他说：“以前河两岸杂乱，水质
也不好。现在水清了，两岸像公园，晚
饭后很多村民来这里散步。”

高洞河最终流入长寿湖，这个重庆
市最大的人工湖是“一五”期间修建狮
子滩水电站拦截长江一级支流龙溪河
而成。20世纪90年代，因网箱养鱼，湖
水一度成为劣Ⅴ类水质。

从取缔湖区网箱、治理沿湖污染再
到修复入湖河流，长寿湖生态治理不断
拓展升级，如今不但湖水水质已稳定达
到Ⅲ类—Ⅱ类，湖区及周边还形成了有
机鱼养殖、文旅康养等生态产业。

长寿湖的蝶变，正是重庆久久为
功保护长江生态的生动写照。从永川

区朱沱镇入境，到巫山县巫峡口出境，
长江干流重庆段全长约 691公里。数
据显示，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自 2017
年起连续 8 年达到Ⅱ类标准，其中出
境断面总磷污染物浓度自 2018 年起
连续 7 年优于入境断面。奔腾了近
700公里的长江，水质不降反升，背后
是重庆坚决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奋力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的
种种努力。

水环境问题表现在水里，根子在岸
上。在重庆市涪陵区长江边，中化重庆
涪陵化工有限公司昔日的磷石膏尾矿
库经覆土植绿，已变成绿草如茵的公
园，通过环保搬迁，几十公里外一座全
新的现代化生态肥料厂拔地而起。

这家有 50 多年历史的老化工企
业，在 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指出其尾
矿库环境问题后，投资 30多亿元采用
先进环保工艺搬迁到专业化工园区。

“企业脱胎换骨，绿色环保成为核心竞
争力，实现了保护和发展双赢。”企业负
责人说。

产业结构决定生态负荷。作为西
部老工业基地，重庆市近年来做大做强
以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
材料为主导的“33618”现代制造业集
群。2024年，重庆新能源汽车产量超
95万辆、增长 90.5%，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34.6%。

有生态好“颜值”，也要有产业好
“价值”。在重庆东北部，有 11个区县
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这些区县以

“生态+”的理念谋划发展，让群众吃上
了“生态饭”。

“朝辞白帝彩云间”“除却巫山不是
云”，扼守瞿塘峡的奉节县、坐拥巫峡的
巫山县，有壮美峡江风光以及白帝城、
神女峰等文旅资源。过去，这两个县的
支柱产业是煤矿，挖煤虽然带来了短期
利益，却造成生态破坏。现在，两县关
煤矿、护生态、开“文矿”，正擦亮文旅康
养、特色水果等生态产业品牌。

生态环境的改善，离不开治理方式
的改革创新。在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指

挥中心，“巴渝治水”应用大屏幕上，全
市重点河流的水质、沿河排污口等数据
一目了然。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处
负责人介绍，“巴渝治水”融合了农业、
水利等 20多个部门的涉水数据，汇集
监测感知点1.6万余个，为污染分析、精
准溯源提供了数据支撑。2024年，依
托“巴渝治水”应用系统，重庆推动水环
境问题协同处置 3000余次，平均处置
时间由原来的10天缩短至2天。

重庆与鄂、黔、川三省签署生态保
护补偿协议，实现长江上下游省域间生
态补偿机制全覆盖；川渝两地共同编制
跨境河流联防联治方案，实施140余个
环境治理项目……一系列治理组合拳，
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强化“上游意识”、扛起“上游责
任”，在护送一江碧水向东流中，山水之
城重庆正努力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新华社重庆 6 月 4 日电 记者 周
凯）

新华社厦门6月4日电（记者 付
敏）记者 4日从厦门大学获悉，近日，
由厦门大学、翔安创新实验室夏宁邵
团队和万泰生物联合研制的九价人
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埃希菌）获得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这
是我国首个国产九价 HPV 疫苗，标
志着我国正式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
具有独立自主供应高价次HPV疫苗
能力的国家。

据介绍，九价HPV疫苗的研发开
始于 2007年。最终历时 18年，研究
团队突破了使用大肠杆菌平台表达
多型别 HPV 类病毒颗粒（VLP）的技
术难题并完成了关键临床试验验证，
研制成功首个国产九价人乳头瘤病

毒疫苗——馨可宁9。
自2019年起，九价疫苗已在全国

开展了5项临床试验，累计纳入1.1万
余名 9至 45岁健康志愿者，获得坚实
的研究数据。在整个临床研究观察期
间，九价疫苗的安全性良好。此外，研
究团队还进一步开展了九价疫苗与国
外同类产品的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九
价疫苗在全程免疫后表现出与已上市
同类产品相当的免疫应答。相关结果
发表在《柳叶刀-感染病学》。

人乳头瘤病毒是导致宫颈癌的
“罪魁祸首”，危害着全球女性的健
康。接种HPV疫苗是预防HPV感染、
降低宫颈癌等相关疾病发生风险最为
经济有效的方式。

发挥专业优势，积极服务国家防灾
减灾和地方生态环境修复；探索前沿科
学技术，推动高质量发展；迎难而上，矢
志攻克世界性难题……有这样一群“追
光”的青年科学家，他们扎根西部，用实
际行动贡献力量。

2012年冬天，在美留学的谢文刚，
给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草地农业
科技学院教授南志标发了一封求职邮
件。第二天，他就收到了南志标的回
信：“我们努力给年轻人搭建一流的学
术平台，欢迎你来到兰大，来到西部。”
谢文刚深受感动，老家是四川的他决定
到兰州大学这个“彼此需要的地方”。

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需要优良牧草品种用于生态修复和
草地改良。入职后，谢文刚与团队负责
人王彦荣教授深入交流，围绕青藏高原
育种，将高产抗病的青藏高原优良牧草

老芒麦和垂穗披碱草作为育种目标。
10余年来，谢文刚在甘肃、四川、

青海建立高寒牧草育种平台，并在挖
掘牧草基因和新品种选育领域取得系
列创新成果。他选育的两个“兰育”系
列老芒麦新品系正在开展大范围的生
产试验。他还积极与领域内企业开展
产学研结合，推动青藏高原草产业发
展。

攻克“卡脖子”难题，折射着青年科
学家的坚韧与决心。41岁的兰州理工
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权辉已
深耕流体机械多相流储能理论及应用
研究近二十载。从攻克含沙水流对流
体机械的磨蚀难题，到填补油田多相混
输装备的国内技术空白，他立志把论文
写在祖国大地上。

在实验室，权辉指着布满“伤痕”的
一件叶片模型说：“这是我们从黄河提

水灌溉工程中取回的失效部件。西部
水资源利用含沙量高、磨蚀严重的‘顽
疾’，必须从机理上突破。”

面对这一难题，权辉带领团队提出
新的思路，开发出具有抗磨蚀性强的固
液两相流泵，使提灌工程中的流体机械
寿命延长3倍以上。

从黄河泥沙到油田井场，权辉的科
研足迹始终与西部发展同向同行。他
说：“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国家需要
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

“将所学知识与经验带到西部，为
西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这是李精
忠辞别母校武汉大学时许下的诺言。
2023年，已取得多项科研成果的他，来
到兰州交通大学担任地理信息科学系
主任。几年来，他致力于将深度学习大
模型融入地图综合技术，突破复杂环境
制图瓶颈。他构建黄河流域多尺度地

理信息模型，为水土流失治理、生态廊
道划定等提供更精准的科学依据。

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正在看
见西部、选择西部、奉献在西部。甘肃
省教育厅厅长张国珍说，甘肃全省现有
兰州大学等 50所高校，高等教育资源
聚集。甘肃结合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充
分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在学科建设上，
聚焦西部产业、边疆建设等领域，形成
了青藏高原、冰川冻土、敦煌学、“一带
一路”、民族学等大西部学科特色体系，
建立了长期稳定培养人才的模式。

新时代青年科学家正在祖国西部
书写别样人生，助力西部绘就美丽图
景。“人生要有执着的信念。我将继续
坚守，逐光而行，努力用科研成果助力
西部发展。”谢文刚说。

（新华社兰州 6 月 4 日电 记者 白
丽萍、吕京笏）

长江、黄河干流统一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有望于2027年建成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记者 申

铖）记者 4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
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
利部、国家林草局日前联合发布实施
方案提出，到 2027年，长江、黄河干流
统一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成
并稳定运行，主要一级支流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基本建立。
方案同时提出，到 2035 年，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全面覆盖长
江、黄河等重点流域干流及其重要支
流，补偿内容更加丰富、方式更加多
样、标准更加完善、机制更加成熟。

根据方案，中央财政积极发挥协

调引导作用，在长江、黄河干流建立
统一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组织
相关省份参与，实现经济利益省际
合理横向转移。积累经验后，逐步
推 广 至 其 他 重 点 流 域 。 坚 持 低 起
步、缓调整，每三年开展一次政策评
估调整，合理确定补偿指标和资金

规模，确保与水生态环境保护形势相
适应、地方财力可承受。

方案提出了五方面主要措施：统
一核算补偿资金、规范资金缴纳划拨
程序、创新资金使用管理措施、落实
保护治理任务、加强政策衔接；并明
确了组织保障方面的具体举措。

流程691公里，出境水质为何优于入境？
——重庆护送一江碧水向东流观察

新华社曼谷6月4日电（记者 林
昊 万后德）多家中国车企4日在泰国
曼谷参加由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
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主办的道路
安全周系列活动，展示最新车型和先
进驾驶辅助系统。

在自动驾驶技术和产品展示体验
活动上，中国长安汽车、广汽集团、比
亚迪汽车、长城汽车与国际厂商同台
进行静态展示和动态试乘，分别展示
了巡航、泊车等方面的辅助驾驶功能。

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自
动驾驶与网联汽车工作组主席里夏
德·达姆告诉新华社记者，工作组致力
于推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改善道路安
全，中国政府、行业机构、企业等一直
积极参与相关工作，与其他国家分享
信息并参与法规协调。他表示，中国
车企近年来积极推出智驾系统，不断
引入新技术，有助于通过竞争促进创

新，改善道路安全。
本次道路安全周系列活动2日至

5日在曼谷的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总部
进行。来自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等国际组织及相
关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专家现场观
摩和体验了中国的新技术、新产品。

系列活动期间，中国工业和信息
化部组织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家智能网联汽
车创新中心等机构参加联合国世界车
辆法规协调论坛自动驾驶与网联汽车
工作组第 22次会议，在自动驾驶、辅
助驾驶、数据安全等领域提出多项技
术法规修订提案。国家智能网联汽车
创新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会
场展示了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
化”技术方案和应用场景，并介绍提升
交通效率、保障行车安全等方面的发
展成效。

中国车企在联合国机构主办的道路安全周
活动上展示新技术

这是6月4日拍摄的青海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角（无人机照片）。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境内的隆宝滩湿地位于长江源头地区，这里水草丰美，是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关键驿站与繁殖地。今年五月监测显示，当地吸引

了包括斑头雁、黑颈鹤在内的37种鸟类在此栖息繁衍，斑头雁种群规模达5626只，幼鸟已随亲鸟蹒跚学步；珍稀的黑颈鹤也观测到94只，其中21对正辛勤抱窝，孕
育着新的生命。

■新华社发（杜笑微 摄）

长江源头的生命律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