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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城市已成为固体废物领
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探路
者’和‘先行官’。”12 月 10 日，
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的2019“无
废城市”建设试点推进会上，生
态环境部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
作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以及在
生态文明体制建设方面所发挥的
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评
价。

生态环境部党组成员、副部
长庄国泰在会上介绍说，自今年
4 月底生态环境部确定无废城市
建设 11+5 个试点城市和地区以
来，各试点城市和地区的党委政
府，狠抓工作落实，试点工作已
取得五大阶段性进展，推进了我
国生态文明领域制度创新。

一是编制完成试点实施方
案。目前试点城市和地区组织编
制的实施方案，已通过国家评
审。其中，绍兴市除编制全市的
实施方案外，还编制了 4 个固废
专项子方案和7个区县方案。

二是建立了试点工作推进体
制机制。11+5个试点城市和地区
均成立了以市领导为组长的“无
废城市”建设试点领导小组。其
中深圳市、铜陵市、许昌市、徐
州市等城市成立了以书记和市长
为双组长的领导小组；重庆市、
徐州市、绍兴市、威海市、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了工作专
班，徐州市采取清单制加责任
制，为试点工作推进提供了组织
保障和机制保障。

三是推动试点工作与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相融合、相促进。许
昌市充分应用“无废城市”试点
契机，谋划实施了一批中德合作
项目；威海市立足本市特色产
业，自选海洋经济和旅游绿色发展作为重点工作；瑞金
市创新旅游废物回收机制，打造无废红色旅游生态区；
三亚市以无废城市建设为抓手，引领生态海岸、生态岛
屿、生态农业建设。

四是着力推动制度、技术、市场监管体系建设。深
圳市、徐州市、威海市分别启动生活垃圾和工业固体废
物、危险废物管理的立法工作，中新天津生态城引入了
新加坡的监管沙盒机制；重庆市、包头市以互联网+大
数据等信息技术为支撑，在探索解决再生资源交易纳税
合规问题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五是部分试点城市宣传教育工作丰富多彩，营造了
建设“无废城市”的良好社会氛围，无废城市理念得到
社会各方的广泛认可。

庄国泰表示，2020年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将强化
制度建设，坚持多方参与多元共治的工作方针，促进无
废家庭、无废社区、无废饭店、无废景区等创建活动。

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部署。去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
过“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方案。今年4月，生态环境部发
布了首批11+5“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和地区名单。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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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9 年以来，科研人员在东亚
南部地区陆续发现了 10 个新的睑虎属
物种。继海南省林业局周润邦 2018 年
在海南喀斯特地貌区发现周氏睑虎后，
今年又一次在海南省发现了新种睑虎
—— 中 华 睑 虎 （Goniurosaurus sinen-
sis）。自此，睑虎属多了一个新成员。

睑虎属爬行纲，蜥蜴目，壁虎科，
四足爪尖无吸盘，不能像壁虎一样吸附
攀援，只能爬行。此前，全球范围内一
共发现了 19 个独立种睑虎，海南记录
有3种：海南睑虎，霸王岭睑虎和周氏
睑虎，均为当地特有种。中华睑虎为当
下最新发现的睑虎属新种。

海南省林业局周润邦和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彭霄鹏经过多次探
寻发现，睑虎属的物种多在夜间活动，
栖息于石灰岩地区。覆盖有丰富热带常
绿森林的大面积的喀斯特地貌区，为独
特的动植物提供了多样的栖息地，也为
睑虎属物种成种发挥了潜在的作用。周

润邦根据中华睑虎的发现情况推测，其
适应特定的基质（如花岗岩、石灰岩或
火山岩）可能在地质和地貌异构区物种
分化行成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这表明
海南地区睑虎的不同地里种群间的差异
可能已达到种级水平。1897年起至1908
年，里氏睑虎种组仅知的两个物种分别
为里氏睑虎、海南睑虎。中华睑虎的发
现，是时隔111年后该种组首次发现的新
成员。此发现有利于深入阐释大陆性岛
屿在物种多样性形成中的重要促进作用。

中华睑虎肛吻长在 10 厘米左右，
尾长稍短于肛吻长。头部棕褐色或深黑
色，躯干暗紫褐色，有斑驳分布的不规
则黑褐斑点。有4条前后镶黑边的黄色
横带纹，枕部1条略呈弧形，两侧沿头
侧前伸达眶后，腋后、体中段、尾基各
1条。中华睑虎头较大，被覆粒鳞，虹
膜褐色，有活动眼睑。它们躯干粗壮，
背面被覆粒鳞，其间杂以较大锥状疣
鳞；腹面被较大的六角形鳞。尾较粗，

圆柱形，基部膨大。中华睑虎四肢较
弱，指趾短小，末端具爪，爪位于 3
枚大鳞片间。雄性中华睑虎有肛前孔
23~27个，尾巴根部有2个小突起。

中华睑虎较喜欢阴凉潮湿的环境，
在20℃~32℃之间都会活动，30℃左右
活动更频繁。其以小型节肢动物为食，
对蟋蟀类活动能力较强的昆虫极其感兴
趣。在经过漫长的冬天后，中华睑虎便
开始交配。经过短暂的交配行为过1个
月后，中华睑虎开始产卵。一般3月~4
月，可以在野外观察到怀孕的雌性中华
睑虎个体。

周润邦及彭霄鹏等科研人员通过与
海南岛之前已知睑虎属种的形态学比
对，以及分子生物学分析鉴定，确认其
差异已达到种级，证实了中华睑虎的独
特性，为里氏睑虎种组的新种睑虎。

中华睑虎的发现使得海南岛的睑虎
属物种增加到4个。这个新物种的发现
更新了我们对于睑虎属物种多样性的认

识，意味着海南岛睑虎属物种的栖息地
跨越了宽广的范围，有利于我们加深理
解大陆性岛屿在物种成种过程中的重要
作用。此外，由于新的物种栖息在喀斯
特地区，中华睑虎的发现进一步强调了
喀斯特生态系统对于睑虎类相关物种进
化发育的重要性。喀斯特生态系统现在
不仅被认为是和睑虎演化和分支有着促
进作用，而且可能是一些古代遗存生物
的避难所。

今年 10 月底，经同行评议，认可
并确认该新物种的论文，已在国内权威
学术杂志——《石河子大学学报（自然
科 学 版 ） 》 上 正 式 发 表 （DOI：
10.13880/j.cnki.65-1174/
n.2019.23.016）， 并 用 中 华 进 行 命 名
（拉 丁 名 Goniurosaurus sinensis）。 当
下，这种新种睑虎仅知在海南西部山区
有发现和生存。

（作者供职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研究所）

时 隔 111 年 后 睑 虎 属 再 添 新 成 员

海 南 省 发 现 睑 虎 新 物 种 —— 中 华 睑 虎
□ 彭霄鹏

海南省林业局周润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彭霄鹏等科研人员在海南省中西
部山区发现并命名了新种睑虎——中华睑虎（Goniurosaurus Sinensis）。自此，睑虎属多了

一个新成员。这是时隔111年后，里氏睑虎种组家族首次发现的新成员。 图/文 彭霄鹏
详细报道见本版文章《海南省发现睑虎新物种——中华睑虎》

近两年来，中兴、华为等一批科技企
业遭到美国打压，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的
爱国热情。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
自主创新成为国人最大的共识。

回顾 2003 年开始，延续 3 年的我国
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历程，参与
者的担当精神、献身精神和民主精神，
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不能忘怀。时隔15
年后，当我们为诸如神舟奔月、天宫遨
游、蛟龙入海，天眼探穹、北斗导航、
C919等大国重器取得的重大进展欢欣鼓
舞时，我不禁想起当时 2000 多名科学
家、企业家、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在寒
冷的冬天，在中国会计学院冷冰冰的房
间里为制定规划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他
们的爱国精神让我深深感动。我相信，
如果没有 《规划纲要》 的前瞻布局，当
前我们面临的局面也许会更加困难和被
动。

回顾过去的十几年，在党中央、国
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科技部和各有关
部门的密切配合和相互合作下，《规划纲

要》 提出的国家目标、战略重点、指导
方针、激励政策、重大专项等得到了有
力的实施，它所提出的目标和指标已经
基本实现。可以预期，我国明年将如期
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
2019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已跃
居第14位，是中等收入国家中仅有的进
入前 30 名的国家；2018 年全口径 R&D
经费支出 1.97 万亿元，与 GDP 之比为
2.19%，比上年增长 11.6%，仅次于美国
位居全球第二。作为人民生活水平和健
康的重要标志，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从 2004 年的 71.8 岁增加到 2018 年的 77
岁。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绩。当然成绩
还有很多，今天，我想用三个典型案例
来集中展示这些年取得的成就。

中国航天事业在应用卫星、载人航
天和深空探测三个领域，以北斗系列、
神舟系列和嫦娥系列为代表的一系列成
果，显示了中国目前在航天领域的攻坚
能力和技术水平。航天事业不仅有重要
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更重要的
是，还有技术溢出效应。航天技术在整
个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能够应用于各
个领域的新技术，就像母鸡下蛋，带动

一大批科学技术的发展。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是我国第一艘

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载人深海潜
水器，主要着眼于深海资源探测、研究
与开发。研制过程中历经经费短缺、多
种技术集成难度大、试航风险很高的困
难，终获成功。随着“蛟龙号”载人深
潜器下潜到7062米，标志着我国深海探
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高温气冷堆技术。高温气冷堆是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示范工程。它具有热效
率高、燃耗深、转换比高等优点。更引
人注目的是，高温气冷堆电站具有良好
的安全性，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发生
堆芯熔化和放射性元素大量释放的事
故，业内人员称它为“傻瓜堆”。实际上

“傻瓜”凝结了众多研发人员的智慧。
中长期规划为什么能取得这些成

绩？中长期规划的精华在哪里？有什么
经验？我想，中长期规划纲要对我国科
技发展形成了完整的论述，规划当中的
各个方面都极为重要。由于时间关系，
我今天就不一一介绍了，重点介绍十六
字方针“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
展、引领未来”中的自主创新。

（下转第3版）

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回顾与展望
□ 徐冠华

编者按：11月13日，由科普时报社、中国科普网主办的MSTA大家系列科技讲座第四期在清华大学举办，主题为“中长期科技
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与新科技革命”。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院士作为主讲嘉宾作了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内容（本报有删节）。

睑虎属再添新成员睑虎属再添新成员

徐冠华院士在MSTA大家系列科技讲
座上回答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