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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 12 月 29 日召开会议，

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 2014 年工作汇报，研

究 部 署 2015 年 党 风 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审议通过《关于加强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

意见》、《关于加强和改

进 党 的 群 团 工 作 的 意

见》。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2014年，

党中央根据对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峻

复杂形势的分析判断，

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的高度，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以猛药去疴、

壮士断腕的决心，旗帜

鲜 明 推 进 党 风 廉 政 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持之

以恒纠正“四风”，坚定

不移惩治腐败，取得新

的 成 效 ，赢 得 党 心 民

心。实践证明，反腐败

是兴党兴国之举，得到

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

民群众支持和拥护。中

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

机 关 贯 彻 落 实 中 央 要

求 ，态 度 坚 决 、行 动 有

力，聚焦中心任务，强化

监督执纪问责，深化党

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

推 动 落 实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主 体 责 任 和 监 督 责

任 。 加 强 党 的 纪 律 建

设，严肃查处违反政治

纪 律 和 组 织 纪 律 的 行

为 ；坚 持 不 懈 抓 作 风 ，

坚持从具体问题抓起，

抓得实、抓得准；加大查

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力

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

蔓延势头。纪律检查机

关创造性开展工作，加

强自我监督，强化队伍

建设，很好完成了中央

交给的各项任务。

会议强调，当前“四风”问题和腐败现象蔓延

势头得到一定遏制，但全党要冷静清醒认识反腐

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任务部署上来，保持高压

态势，持续遏制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坚

定不移抓好明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

项工作。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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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9日电 （记者刘晓莹）科技

部 29 日召开国家高新区电视电话会议落实国务院常

务会议精神，推广中关村试点政策。全国政协副主

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出席并讲话，科技部副部长曹健

林主持。会上，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介绍了中关村

先行先试的情况，科技部副秘书长徐建培介绍了推广

中关村试点政策有关考虑。

为进一步扩大先行试点政策受益面，结合前期试

点、推广和评估情况，12 月 3 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把 6 项中关村先行先试政策推

向全国；在所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

新综合试验区和绵阳科技城，推广实施 4 项先行先试

政策；围绕鼓励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拓宽科技企业

融资渠道、支持设立适应科技企业特点和需求的保税

仓库，研究推动在中关村开展新的政策试点。

万钢在讲话中指出，国家高新区在我国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他表示，国家

高新区坚持改革创新，已成为机制体制持续创新的试

验区；坚持创新驱动，已成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的先导区；坚持提质增效，已成为我国经济新常态平

稳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坚持以人为本，已成为最具活

力的创新创业生态的标杆区；坚持科学发展、绿色发

展，是全国各地亮丽的城市名片和区域协同发展的引

领区。

万钢强调，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国家高新区发展

高度重视、寄予厚望。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提质增效，国家高新

区承担着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使命。他要求要认真

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加快中关村政策

推广，进一步推进国家高新区改革发展。加快落实

国务院常务会议先行先试政策推广要求；着力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大力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强化辐射带

动能力。

曹健林在电视电话会议上还介绍说，自 2010 年以

来，经国务院批准，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基本要求，

着力先行试点，在中关村示范区先后开展了“1+6”和

“新四条”政策试点，并于 2014 年对股权激励分期缴纳

个人所得税政策、科技成果处置和收益权改革进行了

深化改革。

科技部召开国家高新区电视电话会议
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 推广中关村试点政策

干旱、疫病、漫天黄沙，连人类最后的粮食玉米，也

面临着被沙尘暴席卷的危险……

在最近热映的好莱坞大片《星际穿越》中，地球末日

的景象让人为之心头一沉。在电影中，随着自然环境的

恶化，绝大部分的物种都已灭绝。即便人类制造出超高

智能的机器人，却无力恢复生机勃勃的地球家园。

与之相呼应的是，7月 24日,《科学》杂志刊文称，地

球正处于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中。一石激起千层浪，关

于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是否已经来临的争论，成为 2014

年最热门的科学话题之一。

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是否真的会到来？前五次生物

大灭绝带给人类什么启示？12 月 26 日，由中科院南京

古生物所编著的《远古的灾难——生物大灭绝》一书正

式出版。该书作者许汉奎研究员认为，地球上的生物

物种正处于快速灭绝期，灭绝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

时期，如果再不加保护的话，《星际穿越》中的情节或成

现实。

生物大灭绝，这次真的快

今天，比起昨天，地球上又有 72个物种灭绝了。如

果您从起床洗漱吃早餐到翻开这份报纸总共花了 1 小

时，那么地球上又有 3种生物永远消失……这不是危言

耸听，而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最新评估。

“现在的物种灭绝速度，远远超过地球历史上的任

何时期。”许汉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生死交替是世间万物的规律，当某个物种不适应

新的环境或竞争不过其他物种，就会走向灭绝，这是一

种自然淘汰的现象。“比如剑齿虎，不够灵活，捕猎时竞

争不过老虎等其他食肉动物，就在大约 100万年前灭绝

了。”许汉奎介绍说。

在地球的生命演化史上，曾经历过五次大规模的

生物灭绝。从奥陶纪到白垩纪末，在将近 4亿年的时间

里，每隔 6200万年地球就会经历一次生物大灭绝，这就

和太阳系偏离银河系中心的周期性规律发生了巧合。

前五次大灭绝都属于自然灾害如陨石撞击、海平

面降低、火山喷发等。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六次生物大

灭绝事件，则是由人类“导演”的。

许汉奎说：“地球现在处于温暖的小间冰期，可以

说是气候最好的时候，动植物本应该是空前的繁荣。”

事实却并非如此。美国一项最新研究表明，由于

人类活动，物种灭绝速度是 6000 万年前的 1000 倍。这

项研究报告发表在今年的《科学》杂志上。美国布朗大

学博士研究员朱里安·德·沃斯认为：当人类破坏环境

和生态获得经济效益时，会加速一些物种灭绝。

最新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报告也称：全世界 70％

的植物、35％的无脊椎动物、37％的淡水鱼类、30％的

两栖动物、28％的爬行动物、22％已知的哺乳动物和

12％的鸟类正在遭受灭绝的威胁。

由此，“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说法甚嚣尘上。这

种观点认为，就目前生物灭绝的速度、规模和范围来

看，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已经发生，而且“灭绝”的规模也

是空前的。 （下转第三版）

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真的来临？
——古生物专家称人类正在“导演”并加速地球生物灭绝

实习生 朱文杰 本报记者 张 晔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9日电 （记

者徐玢）2015 年即将到来，流星雨、水

星大距以及月掩星等天象将逐一上

演，一颗新近发现的彗星将成为观看

的热点。

象限仪座流星雨是北半球三大流

星雨之一。它较大的每小时天顶流

量、亮流星多、漂亮的掠地流星，吸引

着公众不顾冬季的寒冷而守候。按照

预报，2015 年象限仪座流星雨将在 1

月 4 日达到极大。但北京天文馆馆长

朱进表示，2015 年该流星雨极大时恰

巧临近满月，月光对流星观测会有较

大影响。“这次流星雨的极大时刻是上

午 10 时，而象限仪座流星群的极大持

续时间很短，所以不推荐公众观看。”

1 月 15 日前后是观看水星的好机

会。1月 15日凌晨 4时左右，水星东大

距 ，达 到 天 空 中 距 离 太 阳 最 远 的 位

置。虽然此时水星仍处于地平线下无

法观看，但它在天空的移动速度较慢，

13 日 至 17 日 傍 晚 都 是 观 看 的 好 机

会。“太阳落山不久后可以在西部低空

寻找水星的踪影，难得一见的水星将

暂时远离太阳光芒出现在夜幕中。”朱

进说。

1 月份，火星与海王星、月亮与天

王星将分别迎来亲密接触的时刻。1

月 20 日，火星合海王星。两者距离最

近时是北京时间 1月 20日 5时，但当天

火星 9时才升上地平线，公众可以在傍

晚观看这场行星的“约会”。1 月 25

日，月亮将从天王星前方划过，上演月

掩天王星的天象。当晚 20 时 38 分，月

亮开始遮掩天王星；21 时 13 分，天王

星完全重现光芒。朱进表示，以上两

场“星星的约会”观测难度不大，尤其

适合拍照。

2015 年伊始，新近发现的彗星 C/2014 Q2 将

是天文爱好者观看的热点。自今年8月被发现以来，

这颗彗星的亮度迅速上升。北京天文馆的詹想表

示，预计2015年1月中旬Q2彗星的亮度将达到5等

以上。“用肉眼看，它只是一颗普通的暗星。但如果用

双筒望远镜观察，会看见毛茸茸的一个大亮斑，甚至

有可能看到它身后的彗尾。”詹想说，有兴趣的公众可

以在1月中旬观测 Q2彗星。“届时这颗彗星将来到

金牛座，在天空中位置较高，整夜都可观测，天文爱

好者可以用配置长焦镜头的相机，连接自动跟踪的

赤道仪，在光污染较小的郊区对它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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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AG600首个大部件——中机身在中航飞机西安分公司顺利
下架，标志着AG600飞机进入整体装配阶段，项目研制取得阶段性成果。

AG600飞机是国务院立项批复的三个大型民机飞机项目之一。主要用于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
上图 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AG600设计图（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华摄

天津医科大学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展留学生教育，先后培养了近4000名“洋医生”回国从事医务工作，天津医科大学培养的毕业留学生在执业医师执照考试中的整体通
过率远高于其所在国平均通过率，许多外国留学生慕名来天津学医。上图 12月29日，留学生在天津医科大学国际学院模拟医院重症室交流学习。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12月 28日，历经 3年多建设施工，由中
国中铁大桥局承建的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正
式通车。

鹦鹉洲长江大桥位于武汉长江大桥上游
2公里处，全长3.42公里，主跨850米，是目前
世界上跨度最大的三塔四跨悬索桥。通车
后，该桥与武汉长江二桥形成城市新二环线。

右图 从 1号主塔顶俯瞰武汉鹦鹉洲长
江大桥（12月20日摄）。

新华社发（刘家华摄）

世界最大三塔四跨悬索桥通车世界最大三塔四跨悬索桥通车

水陆两栖飞机水陆两栖飞机AGAG600600中机身在西安下架中机身在西安下架

天津医科大学输出中国产天津医科大学输出中国产““洋医生洋医生””

对于国际民航界而言，2014 年厄运连连。从马航

MH370失联开始，到马航 MH17被击毁、台湾复兴航空

GE222 坠毁，最后以亚航 QZ8501 失联终结，数百条鲜

活的生命化作冰冷的遇难者数字。

截至记者发稿时，亚航 QZ8501 航班失联已近 40

小时，仍无下落。中国航空报新媒体中心主编张宝鑫

认为，目前的搜救工作仍应以巡逻机巡视为主，如果一

两天内还是找不到残骸，可能需要借助飞机发动机与

海事卫星通信的数据，扩大搜索范围。而有生还者的

可能性则极为渺茫。

张宝鑫说，对失联飞机的搜寻首先是根据飞机失

踪的时间和地点，判断其可能迫降或失事的方位，划出

一定范围，派出巡逻机进行探测。由于雷达等设备只

能侦测出疑似金属物，最终确认主要还得通过目视的

方式。发现残骸后，再派救援船只赶赴失事地点进行

救捞。如果残骸沉入海底，则需动用深潜设备。

他表示，目前看来飞机疑似失联地点位于近海，假

如残骸沉入海底，只要深度不超过 30米、当地水文条件

较好、海水能见度高，通过目视是有可能发现的。如果

残骸沉得更深，则可以借助分辨率较高的侦查卫星图

片，通过寻找残骸留在海床上的痕迹，进行大致方位的

判断，再借助水声探测设备进一步确认。

此外张宝鑫说，亚航 QZ8501 是架空客 A320 客机，

机上装有通信报告设备，其发动机也具备跟海事卫星

通讯握手的功能。“过去需要航空公司购买后，海事卫

星公司才提供这项服务，但 MH370 失联事件发生后，

这项服务已经开放。”他说，如果 QZ8501失事前将数据

传送给海事卫星，海事卫星组织一定会将其提供出来。

不过，飞机和卫星的通信握手并非实时进行，而是

隔一段时间一次。而 QZ8501 航班飞行员最后一次跟

地面沟通，距离飞机从雷达上消失仅几分钟时间。因

此张宝鑫认为，在目前阶段可以通过飞机消失地点初

步确定搜寻点，以此延展开来进行搜寻。如果过一段

时间，比如 72 小时以上，在疑似范围内还没找到残骸，

可能就需要借助海事卫星数据扩大搜索范围。

尽管国内外均有专家表示此次失联飞机搜寻难度

小于马航 MH370，但张宝鑫表示，只要飞机落入海里，

搜寻起来就有一定难度，比在陆地上搜寻困难得多。

“残骸比较完整还好说，如果飞机是‘拍’入水中，碎成

无数碎片，那就更难找了。”他说。

落在海里的残骸即使被找到，事故分析的难度也大

大增加。他表示，与落在陆地不同，飞机落入海中，残

骸会漂在海面或沉入海底，无法还原第一现场，需通过

打捞残片，通过残片上的痕迹判断造成碎裂的原因。

比如看残片上有没有烧蚀痕迹，或是外力造成的金属破

裂，以此判断飞机是否着火、遭受雷击或其他攻击等。此

外要尽可能将残骸搜集起来进行复原，再反推飞机可能

出现的状况。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9日电）

亚 航 失 联 客 机 仍 无 下 落
下一步搜寻或需借助飞机与卫星的通信数据

本报记者 付毅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