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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空气为京城带来优良空气后不久，雾霾又在

天空唱起主角。12月 5日，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

挥部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

不光是北京，其他多地也遭遇雾霾天气。从 12

月 5日夜间起，受逐渐建立的静稳天气影响，华北、黄

淮部分地区再度出现雾霾。其中华北中南部部分地

区有重度霾。

近日，环境保护部已经派出 4 个督查组，分赴北

京、天津、石家庄、廊坊等城市采取暗查、暗访等方式

重点督查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工作开展情况。

环保部门的行动值得点赞，加大督查力度体现其

责任担当。采取暗查、暗访等方式，也更能发现真问

题。在对保定的督查暗访中，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

查中心会同辖区内各省级环保部门组成的督查组，就

发现了企业乱排乱放等诸多问题。

发现问题并不难，难的是有效解决问题。因为

很多问题不是一两天形成的，也不仅仅存在于一两

天。北京环保局副处长胡卫向说：“在以往的督查

中发现有的企业装着转换炉，白天或者应付检查的

时候用好炉子，但是一到偷排的时候就用另一个炉

子。”这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许在有关部

门行动之前，一些人就想到了应对之招。在那些顶

“霾”作案、偷梁换柱的人眼里，生态环境、他人健康

都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让路。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

施铲除这些人的顽心、劣根，环保督查的效果可能

会大打折扣。

与污染环境的“顽固派”作斗争，我们的“作战

方式”要升级。比如加大督查暗访的力度，平时与

污染天气都要重视，调动社会的监督举报力量，多

抓些顽固派的“把柄”。处置方式也要升级，在“顽

固派”面前，警告、通报或许“分量不足”，对那些不

按要求整改、有多次不良记录的企业，需要让其“关

门大吉”。

但“关门”也难保死灰不会复燃。生产观念不转

变，“霾祸”就难被彻底铲除。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

看眼前不看长远的自私短视的生产观念，增加了污染

指数。因此一方面，必须督促环保不达标的企业整改

到位，完善检查巡查机制；另一方面，必须严格执行新

企业的审批事项，坚决堵住权钱勾结、利益输送的“暗

门”。同时，我们应重视发展清洁能源、淘汰落后产

能，走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雾霾来袭，谁也无法独善其身。制造“霾祸”的

人，也很有可能成为“霾祸”的“殉葬品”。唯有同心协

力驱霾，才能打造美丽中国、健康中国。

与污染“顽固派”斗争，“作战方式”需升级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兴起让智慧产

业承载了更多人类梦想。如今东北经济正在爬坡过

坎，智慧产业能否撬动振兴突破口，带来生活新感觉？

关键词之一：惠民
“堵车，找不到车位，行车突遇交通事故，怎么办？”

一位沈阳市民打开手机 APP 软件，路况视频、空

余车位一目了然；行车中轻微刮碰，按动车内后视镜，

就可一键呼叫交警等有关部门，即刻上传现场视频后

就可迅速离开，免得趴窝堵路……

中国联通沈阳分公司副总经理王旸介绍，公司开发

的智慧交通系统上线两月，下载市民已超过44万人，“这

只是智慧交通的初步体验，其他惠民工程还在推进。”

城市三维地理空间、智慧社区、智慧教育、智慧医

疗……东北各地智慧产业方兴未艾。辽宁多地推进

智慧城市规划，吉林、黑龙江纳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市县已超过 10个，努力让沉重的老工业基地开始“变

轻变软”。

关键词之二：兴业
东北新一轮振兴中，智慧产业应时而动，有望从

“慢变量”转向“快变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寿波认为，东北装备制造优势

突出，要加快构建创新驱动下的智慧产业体系。

在沈北新区，一个辐射东北的智慧产业园顺势而

起。中国移动位置服务基地、北斗卫星运营服务平台、

软通动力大数据服务平台等百余家企业和项目落地，

发展智能终端产业链，打造东北最大智慧产业集聚区。

沈北新区区委书记庞洪波认为，智慧产业是技

术、产品、市场、管理等全方位的综合创新，将在老工

业基地传统产业升级中发挥作用。

多年工业化让东北沉淀下巨量重资产。面对传

统产业订单下降的困境，东北各地加速工业化与信息

化深度融合，以智慧轻产业激活装备重资产，催生基

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的一系列新兴产

业，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沈阳专门成立大数据运营公司，为各类市场主体

的智能制造、信息集成、供应链重组提供服务。沈阳

机床集团等企业布局云平台，创建离散制造新体系，

I5智能机床入市近 5000 台，呈现爆发式增长，彻底颠

覆“制造+销售”传统商业模式。

关键词之三：善政
马路不断被“破膛开肚”，百姓办事跑断腿，“我妈

是我妈”奇葩证明层出不穷。

要改变这一切，呼唤善政。

新一轮东北振兴，更需完善体制机制，增强发展

活力。智慧产业和智慧城市建设，无疑会为政府提高

社会治理能力，改善公共服务提供更多新工具。

东北各地的智慧善政之举在加速。哈尔滨建立

人口、企业和空间地理三大基础数据库，打破行政壁

垒、信息孤岛；长春建设基础设施、信息资源、智慧应

用等五大技术架构层面，实现智慧政务和智慧管理；

沈阳则注重顶层设计，实现基础设施一张网、计算资

源一片云、民生服务一张卡、城市管理一张图，构建智

慧民生、智慧管理和智慧经济三位一体发展格局，在

全国智慧城市示范城区的沈北新区，智慧产业支撑建

设智慧城市云基地，“人防、技防、物防”三防联动的智

能化应急管理体系初步建立。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中国智慧城

市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单志广认为，高举智慧产业大

旗，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打破利益固化、制度僵化的藩

篱，才能惠民、兴业和善政并举，助力新一轮振兴。

智慧产业能否成为撬动东北振兴突破口？
文·石庆伟

“一带一路”信用产业发
展推进会在京举行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近日，由商务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对外贸易促进会

主办，中阿博览会、万达财富（北京）信用评估有限

公司承办的中阿博览会助力“一路一带”信用产业

发展推进会在北京召开。

中阿博览会作为国家级、国际性的展会，自

2010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 5 届。据统计，有 22 个

国家的 47 位部级官员，36 位驻华外交官，86 个国

家和地区的国际组织、投资机构、企业代表参加了

2015 中阿博览会，会上签订了 163 个中阿重大合

作项目，项目金额达 1712亿元人民币。

万达财富举办此次大会，旨在投身“一带一

路”的建设，秉承以信为本，开创国内信用大数据

分层级服务的理念和创建第二代互联网信用商

城、信用交易中心、信用商业银行、信用商业保险、

信用文化产业的 5+1 信用产业链的全新发展模

式，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好的商业服务。

12月 6日，一场小雪过后，三峡库区湖北省秭

归县茅坪镇罗家村出现云海奇观。厚厚的云层覆

盖在三峡大坝上空，宛若惊涛拍岸，卷起千堆

“雪”。 王家满摄

三峡上空现云海奇观

近日，位于“中国宣纸之乡”安徽泾县的中国

宣纸股份有限公司向宣纸抄制的极限发起挑战，

经 44名技艺精湛的捞纸师傅携手抄制，一张长达

11.4 米、宽达 3.6 米的“超级宣纸”成功诞生。目

前，“超级宣纸”已实现量产，每天可抄制约 70

张。图为在“超级宣纸”生产车间，工人在进行提

帘作业。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超级宣纸”安徽诞生

近日，河南郑州一在校大学生闫某，因非法捕猎并

贩卖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和隼形目隼科动物16只，

非法收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凤头鹰，获刑10年半。此

事一经报道，让野生动物保护再次走入公众视野。刚

刚过去的 11 月，是我国第 25 个“野生动物保护宣传

月”。虽然“保护月”过去了，但中国野生动物正在遭受

残杀和掠夺的血淋淋的现实仍然没有停歇。过去的每

一年我们都在高喊保护野生动物，也有很多人对保护

野生动物充满热情，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究竟为

什么要保护野生动物，是遥远的道义？模糊的情怀？

还是少数人的职责？这其中又有多少混淆的概念和懵

懂的误会？我们到底该怎么保护野生动物？

保护野生动物，我们还能做什么

人类，栖身于钢筋水泥的丛林之中；野生动物，

或藏身于莽原老林，或游弋于浅滩深潭，它们看似

离我们很遥远。于是有人不禁生出这样的疑问，野

生动物和人类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我们还

要保护它们？

“其实野生动物离我们并不遥远，相反它们与我

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保

护地友好体系发起人解焱说，“谈到野生动物，大多数

人会想起老虎、羚羊、大熊猫等大型的珍惜保护动物，

但是，除此之外，经常出现在我们城市环境中的蜜蜂、

蚯蚓、青蛙、蝙蝠等，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小动物也都

是野生动物。”

在全世界的 870 万种生物中，动物占了 89%。它

们和人类的关系究竟密切到什么程度呢？解焱说：

“密切到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野生动物的话，人类就

没有办法生存。”

这并不是夸大其词。面对记者的疑问，解焱举

例说，人类的大部分农作物是依赖于野生动物传粉

的，没有传粉动物，植物无法繁殖，另外，很多植物

的种子不通过动物的搬运，或者不经过动物消化道

的消化作用，就没有办法发芽、传播。通过科学的

计算，传粉动物对全球作物的价值贡献已经超过了

540 亿美元。然而，现在几乎所有的授粉物种都在

减少，如果没有这 4 万种传粉的野生动物存在，将会

导致严重的农业问题，人类未来或将面临无粮可吃

的窘境。

除了有益于作物的繁育，野生动物还有利于农作

物的生长。枯枝落叶、动物的尸体和粪便经动物和微

生物分解后，会增加土壤中的营养，以供植物生长所

需。例如，蚯蚓粪就是一种理想的天然生物肥，既能

使土壤肥沃，又能提高土壤的抗旱能力；蚯蚓粪中的

蚯蚓酶还可以杀死土壤中的病毒、有害菌和对植物生

长有抑制作用的物质。另外，鼠兔、蚯蚓等野生动物

在土壤中钻洞，会使土壤变松，让空气和水更容易抵

达作物的根部，从而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如果没有野

生动物，土壤将面临板结、退化。

“野生动物是生态系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

没有野生动物的话，整个生态系统就会崩溃，而生态

系统崩溃的后果是人类无法承受的，因此保护野生动

物实际上就是守护人类自己。”解焱说。

保护野生动物究竟为了什么？
如果世界上没有野生动物，人类就无法生存，保护野生动物实际上
就是守护人类自己

看到一只被志愿者救助伤愈的天鹅振翅远去，化为

天际的一个黑点，足以让每一个身在现场的人热泪盈

眶。在野生动物保护的各个领域里，最直观、最感人，也

最容易引发共鸣的，无疑是“救助个体”。但是，人们往

往容易忽略的一点是，救助野生动物个体的价值通常并

不在于个体本身，而更多地在个体背后的整个种群。

正如解焱所说，“保护野生动物并不是保护每一

个动物，而是要维持一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而生物多

样性则是构成平衡的重要因素。”

她说，我们过去称为农业害虫的昆虫，往往是因

为生态不平衡导致一些物种过度发展。要知道在一

个平衡的生态系统中也会有这些所谓的害虫存在，为

什么就不会对农作物构成危害呢？就是因为它们被

其他天敌或因素控制了，以正常的密度而存在。因此

过去我们对农业害虫恨不得杀尽最后一只而后快，而

现在倡导的生态农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却是要

容忍一定程度的被我们称为害虫的物种，只有当它们

的数量超过一定的限度才用农药等办法进行控制，这

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持生态平

衡。相反，对于那些破坏了当地生态系统平衡的外来

入侵物种，我们不仅不能保护，还要消灭。科学研究

发现，在一些岛屿上将外来入侵物种消灭以后，当地

的生态系统恢复的非常快。

因此，解焱指出，保护野生动物不能从保护每一

个个体上去考虑，还是要从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角度去考虑。

保护只是单纯救助每个个体吗？
救助个体只是手段，保护野生动物最终目的在于维持整个生态系
统平衡

一提起“狩猎”，一般人的脑海中会浮现出这样的

景象：随着“砰”的一声枪响，一头长着美丽斑点的梅

花鹿倒在血泊之中，双眼失去生命的光泽。

因此，在很多人看来，要想保护野生动物就一定

要严禁狩猎。殊不知，并非所有狩猎都与野生动物保

护背道而驰，一种名为运动狩猎的活动如果管理好了

反而有利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打死动物是为了

保护它们？这听起来委实有点矛盾。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动物保护专家卡尔·马尔

科姆将狩猎分为 3 种：维生狩猎、商业狩猎和运动

狩猎。维生狩猎是为了提供基本的衣食而进行的

狩猎，因为需求少，所以对动物种群的破坏不大；

商 业 狩 猎 的 目 的 是 获 取 作 为 商 品 赢 利 的 肉 、皮 、

毛 ，所 以 显 得“ 贪 得 无 厌 ”，对 动 物 种 群 的 破 坏 很

大；运动狩猎则是为了追求个人体验，严格按照法

律规定的限额狩猎，数量非常有限，对动物种群的

破坏很小。

解焱介绍说，运动狩猎有着一系列的严格规定，

除对狩猎的数量有限制外，还须遵循打公不打母、打

老不打幼，且在发情、繁殖季节不能打等很多原则，最

关键的一点是运动狩猎价格不菲。偷猎一头动物在

外面可能也就卖 1000 元人民币，但是运动狩猎打一

头动物可能就要 1.5万美金。如果这些收入能够返回

到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的工作当中去的，让参与野生动

物保护的社区受益，就会成为当地保护野生动物的一

种正面的力量。例如俄罗斯很多森林都是属于个人

所有的。国家每年会给这些森林主一定的狩猎限

额。这些人将限额卖给想要打猎的人，并带着打猎的

人在他们的区域里进行狩猎，所有服务都是由森林主

来提供，收益也归森林主所有，因此带着人在自己的

领地里打猎，就成为一个很好的收入来源，这样森林

主就会对自己领地里的野生动物保护非常重视。他

们会将野生动物看作是自己的财富，主动加入到防止

盗猎的行列中。

不过解焱认为，中国的运动狩猎工作还没有准备

好，由于我国透明管理和监督机制、保障当地社区参

与的机制都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还不宜着急开展运动

狩猎活动。

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主任助理曾岩表示，虽

然运动狩猎在某些地区不是最好的保护野生动物的

办法，但它毕竟是个被验证了的有效途径。希望合理

合法、分配公平的运动狩猎在中国也能成为一种自然

保护途径。但愿我们的社会能理性接纳并积极监督

这些“持枪的环保主义者”。

狩猎与保护是必然的矛盾吗？
运动狩猎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限额狩猎，对种群破坏很小，并且狩
猎价格不菲，可以反哺野生动物保护

“保护野生动物并不仅仅是林业局、环保局，以及

少数喜欢野生动物的人士的职责。”解焱说，保护野生

动物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虽然作为普通人看似能

做的比较少，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能把保护野生动物的

理念渗透到工作和生活当中去，那么它的影响将会非

常大。“我们只有在各行各业都渗透了保护野生动物

的理念，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才能得以改善。否则光

把保护区保护起来，但农业、水利、旅游、交通等在内

的各个行业都不断地对环境‘下毒手’，中国的生态环

境始终还是不能好起来的。”

除了理念要跟上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身边的小事

做起身体力行保护野生动物。比如拒绝食用野生动

物；不随意闯入自然保护区；看见滥杀野生动物的行

为及时阻止等等。

解焱说，目前她们正在推动建立“保护地友好体

系”，其目标就是能够让当地的老百姓按照保护地友

好的方式去生产、生活，“而城市的人们则可以通过购

买保护地友好地区产出的农产品、工艺品，来支持当

地的保护地友好行为，这也是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环

境的一种形式。”

保护野生动物普通人可以做什么？
如果每个人都能把保护野生动物的理念渗透到工作和生活当中
去，那么它的影响将会非常大

12 月 5 日，在长春市的吉林省东北虎园熊猫

馆内，可爱的大熊猫嘉嘉、梦梦在雪地中吃着竹

笋，撒欢玩耍，怡然自得。今年 6 月 25 日，两只大

熊猫从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运到东北虎园，

这也是首次在中国北方高纬度地区饲养的大熊

猫。图为梦梦对雪地上的雪球充满兴趣。

张瑶摄

长春大熊猫迎新家首冬

我国酵素行业将出台相
关标准

科技日报讯 （记者林莉君）随着酵素科研成

果被应用到食品加工、农牧养殖、美容、保健品等

诸多领域，其相关话题也被热议。记者从 12 月 3

日在京召开的“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酵素分会

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获悉，该协会已开展《酵

素分类导则》制定的前期准备工作。今后，还将开

展有关酵素的更多标准的制定，使我国的酵素产

品有“标识”可寻。

据介绍，作为健康产业的新起之秀，全球酵素

市场规模 2014年已超 50亿美元。但是，目前的酵

素市场鱼目混杂，不仅生产厂家众多、生产手段参

差不齐，而且缺乏具有针对性的监管和生产许可，

各项生产指标没有相应的标准可依。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理事长石维忱表示，

“酵素分会”是联系政府与行业，市场与企业的纽

带和桥梁，分会成立后将积极开展技术交流、技术

创新、市场开发、维护行业的合法权益，推动中国

酵素产品的营养健康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