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记者日前从山西
省能源局了解到， 经过5年试运
行， 山西电力现货市场自2023年
12月22日起转入正式运行， 成为
我国首个正式运行的电力现货市
场。

电力现货市场是电力市场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竞争形
成体现时空价值的市场出清价
格，并配套开展调频、备用等辅助
服务交易， 对构建有效竞争的市
场结构和市场体系、 形成主要由
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 具有
重要促进作用。

山西是我国首批电力现货市
场试点省份。2018年12月27日，山
西电力现货市场启动试运行。试
运行以来， 山西电力现货市场先

后经过7次结算试运行，运行周期
从单日开始， 逐步拉长至周、半
月、全月、双月，最终实现连续试
运行。其中，连续试运行时间长达
32个月， 经历了一年四季各种供
需情况和不同场景的检验， 运行
平稳有序。

“听风测光算冷暖，算完电厂
算市场。”在“中长期+现货+辅助
服务”的电力市场体系下，优先消
纳新能源是基本原则， 火电厂也
要“看天吃饭”。在新能源电力大
发时段， 电力现货分时电价可降
为零， 火电机组只有拥有灵活的
调峰能力才能降低成本； 新能源
出力不足时，分时电价最高达1.5
元/千瓦时，可激励火电机组顶峰
发电，提升电力保供能力。

新华社电 共青团中央维护
青少年权益部、 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 （CNNIC）近日在京联合
发布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未成
年网民规模为1.93亿， 未成年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2%。

根据报告， 城乡未成年人互
联网普及率差距持续减小。 九成
未成年网民主要使用手机上网，
超过两成未成年网民正在使用智
能手表、智能台灯、词典笔等新型
智能设备。 视频平台成为未成年
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人工智
能（AI）受到未成年人关注。

此次报告调查覆盖 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小学、初中、
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家长
和老师。 报告聚焦未成年人互联

网普及、网络接入环境、网络使用
特点、 网络安全与权益保护等方
面情况，研判变化趋势，有针对性
地提出工作建议。

报告提出的建议包括推动城
乡未成年人更加公平地使用互联
网， 凝聚家庭学校社会多方合力
破解未成年人用网过度问题，完
善视频类应用监管， 加强网络普
法执法和安全教育， 支持未成年
人更好地学习新兴网络技术。

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即将施行之际，相关职能部门、行
业协会、公益机构、学生、家长等
代表开展交流研讨， 大家认为良
法善治，重在实施，呼吁社会各界
共同为未成年人打造绿色、清朗、
安全、健康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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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美
丽中国， 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态环境的期待。

从以前重霾频发， 到如今蓝
天常在， 我国空气污染防治成效
有目共睹。 10年来， 全国重点城
市细颗粒物 （PM2.5） 年均浓度
累计下降57%、 重污染天数下降
93%，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86.5% ，
我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
最快的国家。

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
本大计。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
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 由被动
应对到主动作为、 由全球环境治
理参与者到引领者、 由实践探索
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 经
过顽强努力， 祖国天更蓝、 地更
绿、 水更清， 万里河山更加多姿
多彩。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绿色日
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10年来 ， 我国以年均3%的能源
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超过6%的
经济增长 ，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
26.4%， 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
快的国家之一。

我国宣布了碳达峰碳中和的
目标 ，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 目
前， 我国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下
降至56.2%， 清洁能源消费比重
增长到25.9%。 水电 、 风电 、 太
阳能发电、 生物质发电装机都稳
居世界第一 。 截至今年6月底 ，
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13.22亿千
瓦， 历史性超过煤电， 约占我国
总装机的48.8%。 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连续8年居世界第一， 全球
一半以上的新能源汽车行驶在中
国。

集中力量打好蓝天、 碧水、
净土保卫战， 有效遏制生态环境
恶化的势头。

天更蓝、 空气更清新。 10年
来， 我国淘汰 “散乱污” 企业，
实施北方地区清洁取暖， 推动货
物运输 “公转铁”， 提高机动车
油品排放标准……打好产业、 能
源、 交通结构转型的 “组合拳”。
到2022年， 全国PM2.5年均浓度
达到29微克/立方米， 地级及以
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到86.5%。

水更清、 河流更健康。 10年
来， 我国加快推进城市污水管网
等基础设施建设， 持续提升城镇
污水处理能力 。 全国百万名河
长、 湖长上岗履职， 河湖长制全
面推行， 河湖面貌实现了根本性
改善 ， 越来越多的流域重现生
机， 越来越多的河湖成为造福人
民的幸福河湖。 到2022年， 全国
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7.9%，
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
除。 长江干流连续3年全线达到
Ⅱ类水质， 黄河干流首次全线达

到Ⅱ类水质。
土更净、 家园更美好。 10年

来 ， 我国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 提升城乡生活垃圾集中收集
处理能力 ， 减少化肥农药使用
量， 开展耕地重金属污染成因排
查整治， 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
管控， 如期实现固体废物 “零进
口” 目标。

近几日， 鄱阳湖国际观鸟季
再度开启。 这里是白鹤、 东方白
鹳、 小天鹅等珍稀候鸟钟爱的越
冬 “天堂”， 每年有数十万只候
鸟飞抵这里， 也吸引不少观鸟爱
好者前来打卡。

为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好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
国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 加快构建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强化生态保护监管举措， 筑牢祖
国生态安全屏障。

人们用勤劳的双手栽下一棵

棵树苗、 种下一片片绿草， 让绿
意点染祖国大地。 我国在世界范
围内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 “零增
长”， 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
积 “双减少”。 我国森林覆盖率
提高到24.02%， 成为全球森林资
源增长最多最快和人工造林面积
最大的国家， 是全球 “增绿” 的
主力军。

我国设立了三江源 、 大熊
猫、 东北虎豹、 海南热带雨林、
武夷山首批5个国家公园， 国家
植物园体系建设迈出重要步伐，
实施了50余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 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
积 占 陆 域 国 土 面 积 比 例 超 过
30%。

祖国大地， 青山常在、 绿水
长流、 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画卷
生动铺展， 人们在绿水青山中共
享自然之美、 生命之美、 生活之
美。 据新华社

重污染天数减少93%��美丽中国展新颜

近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强调， 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
健全耕地数量、 质量、 生态 “三
位一体” 保护制度体系， 优先把
东北黑土地区、 平原地区、 具备
水利灌溉条件地区的耕地建成高
标准农田， 适当提高投资补助水
平。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粮食安全是 “国之大者”。 如何
落实这些部署， 切实加强耕地保
护和建设、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当前， 我国耕地总量下降
势头得到扭转， 高标准农田建成
面积持续增加， 农田基础设施持
续改善。” 南京农业大学金善宝
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院教授纪月
清说， 耕地保护和建设同时也面
临着新复垦与新开垦耕地地力较
低等方面的挑战， 迫切需要健全
耕地数量、 质量、 生态 “三位一
体” 的保护制度体系。

纪月清表示， 耕地保护和建
设是长期工程， 需要健全投入保
障体制机制， 形成中央、 地方和
农民责任共担、 利益共享的投资
模式。 同时， 健全农田建设标准
体系， 切实提高每单位财政投入
的增产稳产效果。

“人均耕地少、 高质量耕地
少、 后备耕地少是基本国情， 我
国仍需高度重视 ‘耕地的数量保

障、 质量提升、 生态修复和治理
效能’ 四个方面的情况和问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
研究所研究员陈学渊说。

陈学渊认为 ， 耕地数量方
面， 应改进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保持耕地占
补数量不减少， 耕地总量动态平
衡 ， 坚决杜绝耕地 “非农化 ”；
耕地质量方面， 永久基本农田坚
持采用严格的用途管制制度， 保
护优质耕地， 维持粮食生产能力
不减弱； 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 开展土地平整、 土壤改良、
灌溉排水等工程建设， 全力提升
耕地质量， “小田并大田” 解决
耕地 “细碎化”； 经济效益方面，
全方位构建耕地经济补偿机制，
激发耕地保护主体的积极性， 有
效遏制耕地 “非粮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守住
耕地这个命根子 ， 坚决整治乱
占、 破坏耕地违法行为， 加大高
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
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 质量有提
升。

“我们深感责任重大， 重任
在肩， 将着力提升耕地质量， 建
强粮食安全母体。” 农业农村部
有关负责人表示， 将抓好第三次
全国土壤普查这个基础， 加快普
查进度， 确保明年完成外业调查

采样和内业测试化验任务， 强化
质量控制， 尽快摸清土壤质量家
底。 新增耕地质量鉴定已写入相
关规定， 农业农村部正在制定管
理办法， 完善后续管护和再评价
机制。 同时， 农业农村部牵头编
制了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
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 正在按
程序报批。

“全国耕地 灌 溉 面 积 有
10.55亿亩 ， 为高标准农田建设
提供了有利条件。” 水利部农村
水利水电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围
绕把具备灌溉条件的耕地建成高
标准农田， 水利部将从两方面入
手：

一是统筹灌区骨干工程与田
间工程建设， 全面提升农田灌溉
保障水平 。 密切配合农业农村
部， 加快推进四川都江堰、 内蒙
古河套等6个灌区整灌域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试点， 在全国优先
将具备水利灌溉条件的耕地建成
高标准农田。

二是抓住增发国债的机遇，
加大灌区建设改造力度。 结合推
进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建设， 在水
土资源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 配
套建设一批节水型 、 生态型灌
区， 新增恢复和改善一定数量的
高质量灌溉面积， 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 据新华社

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

新华社电 浙江大学团队通
过模仿北极熊毛的结构， 制备出
一种封装了气凝胶的超保暖人造
纤维， 这种材料同时具备保暖、
轻薄和耐用的特点。 近日， 这项
成果相关论文发表于国际期刊
《科学》 杂志。

该成果由浙江大学化学工程
与生物工程学院柏浩教授和高分
子科学与工程学系高微微副教授
团队完成。

柏浩说， 北极熊依靠一身超
强保暖的毛发能适应零下40摄氏
度的环境。 他们发现， 北极熊毛
是中空结构 ， 里面封装了大量
“静止” 的空气， 每一根毛发都
有一层壳。 在电子显微镜下， 这
层壳大概有20微米厚， 占了毛发
直径的近四分之一。

受到这个发现的启发， 研究
团队历时近6年， 制备出一种新
型 “核—壳” 结构纤维。 纤维的
中心是高分子气凝胶， 其内部分
布着直径大约为10至30微米的纤
长的小孔。 小孔朝着同一个方向
排列， 像一个个存储空气的 “仓
库”。 纤维表面有一层TPU （热
塑性聚氨酯橡胶） 外壳将内部的
气凝胶包裹起来。

“‘核’负责实现超强保暖，通
过调控纤维内部小孔的方向与尺
寸，有望‘锁住’红外辐射，防止热
量的流失；‘壳’负责强韧耐用，为
纤维提供力学支撑，使其耐磨、耐
拉伸、耐水洗。 ”柏浩说。

为了验证保暖效果， 研究人
员在零下20摄氏度的恒温冷库
中， 试穿验证了初始温度相同羽

绒衣、 羊毛衣、 棉毛衫和 “北极
熊毛衣” 的保暖效果。 衣物表面
温度上升得越少代表人体热量流
失越少、 衣物的保暖性能越好。

研究人员发现， 测试数分钟
后 ， 棉毛衫的表面温度上升到
10.8摄氏度， 羽绒衣的表面温度
上升到了3.8摄氏度 。 而厚度与
羊毛衣接近， 仅为羽绒衣三分之
一至五分之一厚度的 “北极熊毛
衣” 表面仅上升到3.5摄氏度。

“北极熊毛让我们看到了大
自然是如何让‘核’与‘壳’各司其
职的， 仿生研究的本质就是向大
自然学习如何解决问题。 ” 柏浩
说，通过揭示大自然的秘密，发现
新知识， 创造改善人们生活的新
材料是仿生研究的使命， 也是团
队多年来坚持的追求。

我国学者制备出北极熊毛仿生保暖材料 2023年湖北绿色智能船舶开工建造数增5倍
新华社电 2023年，湖北省共

有70艘绿色智能船舶先后开工，
同比增长超500%。目前 ，湖北省
内电动示范船已超150艘。

这是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湖北
省内河绿色智能船舶试点示范推
进会上获悉的， 会议由湖北省船
舶工业管理办公室主办。

据介绍， 今年以来， 湖北省
内河绿色智能船舶行业在标准船
型谱系、 技术标准规范、 关键系

统集成、 智能船舶技术等方面均
取得成果。 为推动成果转化， 湖
北今年新设立了专项资金支持绿
色智能船舶科技创新和规模运
用。 首批专项资金支持了78艘湖
北籍湖北造绿色智能船舶、 71艘
省外绿色智能船舶核心动力系
统、 1个产业示范基地等项目。

会上， 湖北省绿色智能船舶
制造业创新中心、 湖北省绿色智
能船舶技术创新中心等揭牌。

山西电力现货市场正式运行

2022年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