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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高敬） 生态
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菲29日介绍，今
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和地表水
环境质量总体持续改善。

在生态环境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裴晓菲介绍，在环境空气质量
方面，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 6 项主要污染物指标“四降一升一
平”。其中，PM2.5平均浓度为 33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 2.9%；PM10、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平均浓度同比均下降；臭
氧平均浓度同比上升0.7%；一氧化碳平
均浓度同比持平。

上半年，全国 339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 平 均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82.8%，同比上升 1.4个百分点；平均重
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5%，同比下
降1.1个百分点。

从重点区域来看，汾渭平原13个城
市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8.3%，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1.6个百分点，平

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同比下降4.0
个百分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36”城
市、长三角地区 31个城市PM2.5平均浓
度同比分别上升2.1%和8.3%；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同比分别下降1.3和1.9个百分
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同比
分别下降2.8和0.6个百分点。

据介绍，上半年，在地表水环境质
量方面，3641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
中，水质优良（Ⅰ至Ⅲ类）断面比例为
88.8%，同比上升 1.0个百分点；劣Ⅴ类
断面比例为 0.8%，同比下降 0.2个百分
点。其中，长江、黄河等主要江河水质
优良（Ⅰ至Ⅲ类）断面比例为 90.3%，同
比上升 1.2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
为0.5%，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

同期，监测的210个重点湖库中，水
质 优 良（Ⅰ 至 Ⅲ 类）湖 库 个 数 占 比
79.5%，同比下降 0.8个百分点；劣Ⅴ类
水质湖库个数占比 4.3%，同比下降 1.0
个百分点。

上半年我国空气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持续改善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黄韬铭） 今
年 7月 29日是第 14个全球老虎日。记
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我国切实
加强虎等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推进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虎种群数量增长
到约70只，我国虎野生种群数量得到恢
复性增长。

据悉，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范围内虎
猎物丰富度增长 1倍以上，虎种群数量
增长到70只左右，2023年记录到繁殖家
族 8个、繁育幼崽 20余只，分布范围超
过 1.1万平方公里。目前，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管理局设置了生态管护公益岗
位，每年选聘生态管护员 8000多人，鼓
励社区居民自发参与巡护保护工作。

多年来，我国通过实施系列有效措

施，不断加强虎保护：在野生虎分布区
建立系列自然保护区和管护站，划建虎
重要栖息地，强化巡护和监测；建立占
地 1.41万平方公里的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基本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
系；持续开展清山清套野外巡护，有序
推动东北虎豹栖息地连通和各项生态
系统综合保护修复工作。

我国还不断完善东北虎等科学救
护流程、标准以及常见疾病的预防和诊
疗体系，建立种质资源库以及野化研究
与示范基地，保存和维护种质资源基
因。出台管制措施，严格禁止虎及其制
品出售、购买、进出口等，严厉打击盗
猎、走私、非法经营虎产品行为。积极
开展与虎分布国间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共同促进全球虎保护。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虎种群数量增长到约 70只

7月29日，在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东北虎粉丝现场与胖虎吉祥物合影。
当日是全球老虎日，“东北虎的世界 世界的东北虎”全球老虎日系列主题活动

在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枫彩广场正式举行。活动现场公布了“圈养东北虎基因组”三
个重要发现，同时举行了亚冬会吉祥物回到原型诞生地的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和市
民前来参观。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 王珏玢） 在
地球演化的长河中，生命如何从简单到
复杂，一直是科学家探索的谜题。最
近，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地球-生命系统早期演化”团队对我国
华北燕山地区 15.6亿年前的一类圆盘
状化石进行了综合研究，发现这类知名
的疑难化石并非此前所认为的多细胞
真核生物，而是微生物形成的群落。

这一发现为我们了解前寒武纪时
期的远古化石提供了重要新视角，相关
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
刊《地质学会杂志》上。

参与此项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南京
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陈凯博士介绍，前寒
武纪时期的圆盘状化石是广泛存在于
地球早期地层中的一大类远古化石。
它们形态简单，通常呈圆形或椭圆形，
有的体长仅几毫米，有的体长数厘米，
甚至可以达到鸡蛋大小。过去，科学家
依据个别化石的微观结构和内部成分
特征等，笼统地认为它们可能是多细胞
真核生物。

此次，研究团队对我国燕山地区
15.6亿年前的466个圆盘状化石进行了
形态测量、显微观察和矿物成分分析。
结果显示，这些化石的内部并未发现细
胞结构，而是存在由白云石、黏土矿物、
有机质等组成的明暗交替的纹层。这些
特征均表明，早期的圆盘状化石并非多细
胞生物个体，而是由一种或多种微生物
及其胞外基质组成的集合体，也就是生
物学中所说的微生物膜。这种微生物膜
在地球历史早期可能分布很广，可以为
微生物提供更适宜生存的微环境，有助
于其在极端环境中存活。它们在现代微
生物学中也并不罕见，可以形成各种形
态规则的宏观结构，如圆形、树枝状等。

“这项研究不仅纠正了我们对这些
古老化石的误解，更重要的是，它为我
们理解前寒武纪生命形式提供了新的
视角。随着更多类似研究的深入，我们
对地球生命早期演化的理解将更加深
刻。也许在未来，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描
绘出生命从简单到复杂的壮丽图景。”
陈凯说。

我国科学家破解15.6亿年前“圆盘化石”身份之谜

新华社巴黎电（记者 田光雨 周
楚昀 许仕豪） 28日，巴黎奥运会羽毛
球项目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继
续在小组赛中高歌猛进，八场比赛取
得全胜。

女单卫冕冠军陈雨菲当日迎来自
己的巴黎奥运会首秀。在与德国选手
李怡逢的对决中，陈雨菲很快以 21:14
先下一局，但在第二局受到风向影响，
以 17:21不敌对手。决胜局中，陈雨菲
更加积极地调动情绪，在每次得分后握

拳呐喊，以21:9赢下比赛。
陈雨菲赛后说：“第一场的对手特

别有冲劲，如果第三局像第二局那样打
可能就输了，所以我想办法让自己更积
极一点。”

女双头号种子陈清晨/贾一凡出战
第二轮小组赛，对阵印度尼西亚组合拉
哈尤/拉马丹蒂，拉哈尤是东京奥运会
女双冠军，当时决赛战胜的正是“凡尘”
组合。本场比赛，陈清晨/贾一凡凭借
流畅轮转和细腻连接以21:12迅速拿下

首局，但在第二局遭遇对手顽强反扑，
印尼组合多次领先。最终“凡尘”组合
顶住压力，以24:22获胜。

“感谢分组抽签，让我们有机会‘复
仇’，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贾一凡赛后说。

混双世界第一郑思维/黄雅琼迎战
世界排名第 13的印度尼西亚组合里瓦
尔迪/门塔里。看得出“雅思”组合赛前
准备充分，开局后气势如虹，迅速拉开
分差，打得对手毫无还手之力，仅用时
25分钟就以21:10、21:3结束比赛。

其他中国队选手比赛中，男双头号
种子梁伟铿/王昶经过三局激战以 2:1
战胜英国组合莱恩/文迪；女双三号种
子刘圣书/谭宁在与保加利亚斯托伊娃
姐妹的比赛中同样苦战三局胜出；男单
李诗沣、男双刘雨辰/欧烜屹、混双冯彦
哲/黄东萍均直落两局战胜各自对手。

羽毛球综合：

国羽八战全胜

新华社塔希提电 （记者 林昊）
经过两轮比赛，巴黎奥运会冲浪项目
28日决出男、女16强。中国首位奥运
冲浪选手杨思琪在当天的第二轮比
赛中取胜，成功晋级。

巴黎奥运会冲浪项目男、女分别
有24名选手参加。首轮比赛男、女分
别分 8组，每组 3人参加，第一名直接
晋级第三轮、即16强的比赛。每组第
二名和第三名则进入第二轮比赛，重
新分组后进行一对一较量，胜者晋级。

在27日的首轮比赛中，美国队发
挥出色，5名参赛选手全部晋级。杨
思琪在首轮第七组出场，排名第三，
未能直接出线。但在 28日的第二轮
比赛中，杨思琪根据赛场浪况及时作
出调整，战胜秘鲁选手阿吉雷，拿到
一个16强名额。

杨思琪在 16强赛的对手将是美
国的夺冠热门选手卡罗琳·马克斯，
后者在首轮比赛中表现出色，拿到最
高的17.93分。

第二轮比赛中，在东京奥运会获
得男子银牌的日本选手五十岚卡诺
亚等几位名将均顺利出线。除了美
国队外，巴西、法国、日本队的所有参
赛选手也都进入了16强。

中国首位奥运冲浪
选手杨思琪晋级16强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齐琪） 中
央社会工作部、教育部、司法部日前联
合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法律援助志愿
服务工作的意见》，鼓励和引导高校师
生参与法律援助志愿服务，为发展法
律援助事业、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提出，到2025年，高校法律援
助志愿服务工作机制基本健全，高校
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基本完

成。到 2035年，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
作成为高校法学师生实践教育的重要
阵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校
法律援助志愿服务体系初步形成。

意见明确，高校从事法学教育、研
究工作的人员，法学专业、具备法律知
识的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专业或者
通晓特殊语种、手语的学生，经招募单
位审核后，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平台
自行注册或通过招募单位注册，成为

法律援助志愿者。法律援助志愿者可
以根据自身专业知识和技能情况，依
法为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
其他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代拟法律
文书等法律援助服务。

意见强调创新志愿服务方式方
法，鼓励高校与法律援助机构结合当
地实际，通过建立法律援助志愿服务
团、成立高校法律援助联盟、开展学术
实践项目等，组织志愿者到法律人才

短缺的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服务，
促进法律服务资源跨区域流动。

据了解，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已依
托高校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 400 余
个，全国共有在册法律援助志愿者
6.2万名。

三部门联合发布意见

鼓励和引导高校师生参与法律援助志愿服务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刘诗平）记
者 29日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前期降雨
影响，29日 9时 36分，位于青海兴海县
的黄河上游干流唐乃亥水文站流量涨
至 2510立方米每秒，黄河发生 2024年

第1号洪水。
水利部当日发布汛情通报，目前，

唐乃亥水文站下游的龙羊峡水库和刘
家峡水库水位均低于汛限水位，汛限水
位以下库容11.95亿立方米。通过调度

龙羊峡和刘家峡水库有效拦蓄洪水，本
次洪水过程不会对刘家峡水库以下的
兰州等重要城市和重要堤防造成较大
影响。

水 利 部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水 利
部将继续密切关注黄河上游洪水演
进情况，指导督促黄河水利委员会
和地方水利部门做好洪水防御各项
工作。

黄河发生2024年第1号洪水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自 2021年
7月启动上线交易，已经满 3年。生态
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菲 29日表示，3
年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顺利完成
两个履约周期，实现了预期建设目标。

在生态环境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裴晓菲介绍，全国碳市场是利
用市场机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包括
强制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自愿性
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两个部
分。强制和自愿两个市场既各有侧重、
独立运行，又同向发力、互为补充，并通
过配额清缴抵销机制有机衔接。

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启动上线交易，目前纳入发电行业重
点排放单位 2257家，年覆盖二氧化碳
排放量约 51亿吨，成为全球覆盖温室

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全国温室
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于 2024年 1月
正式启动，目前制度框架体系已构建完
成，减排项目和自愿减排量即将进入申
请登记的窗口期，鼓励更广泛的行业企
业参与碳减排行动。

裴晓菲说，3年来，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主要取得四个方面的进展：一是
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框架。二是
建成了“一网、两机构、三平台”的基础设
施支撑体系。三是碳排放核算和管理能
力明显提高。目前，企业均建立碳排放
管理内控制度，管理水平和核算能力显
著提升。四是碳市场活力稳步提升。

他介绍，截至2024年6月底，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4.65亿吨，
成交额约270亿元。交易规模逐步扩大，
第二个履约周期的成交量和成交额比第

一个履约周期分别增长19%和89%，且
第二个履约周期企业参与交易的积极性
明显提高，参与交易的企业占总数的
82%，较第一个履约周期上涨近50%。同
时，碳价整体呈现平稳上涨态势，由启动
时的48元/吨，上涨至今年7月26日收盘
价91.6元/吨，上涨了90.8%。

裴晓菲表示，下一步，生态环境部
将坚持全国碳市场作为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政策工具的基本定位，持续完善相
关配套政策，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丰富
交易主体和产品，探索推行免费和有偿
相结合的配额分配方式，深化碳市场国
际交流与合作，着力建设更加有效、更
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助
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满3年 实现预期建设目标
新华社记者 高敬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谢希瑶） 商
务部 29日公示拟确定 15个地区作为城
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首批全域推进先
行区试点。

首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将利用
两年时间在其主城区社区实现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建设全覆盖。这 15个试点
地区为北京市东城区、北京市西城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河北省石家庄市、内
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黑龙江省佳木斯
市、江苏省南京市、浙江省温州市、山
东省济南市、河南省鹤壁市、湖北省武

汉市、海南省三亚市、重庆市两江新
区、甘肃省兰州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
川市。

商务部同时公示了拟确定的 60个
地区作为全国第四批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试点。2021年以来，商务部等部
门先后确定了三批共150个全国城市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目前取得阶
段性成效。截至 2024年 6月底，前三批
150个全国试点地区已建设3946个便民
生活圈，涉及商业网点 88.82万个，服务
社区居民7676万人。

首 批 15 地 入 选 城 市 一 刻 钟
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

▲7月29日，郑思维（左）/黄雅琼在
比赛中。当日，在巴黎奥运会羽毛球混
合双打小组赛A组比赛中，中国组合郑
思维/黄雅琼2比0战胜韩国组合金元
昊/郑娜银。 新华社记者 任正来 摄

▲7月29日，黄雨婷在比赛中。
当日，在法国沙托鲁举行的巴黎

奥运会射击女子 10 米气步枪决赛
中，中国选手黄雨婷获得亚军。

新华社记者 张帆 摄

中央企业计划在新疆
完成投资近9400亿元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记者 关俏
俏） 记者从日前在新疆喀什市举行的
中央企业产业兴疆推进会上获悉，25家
中央企业与新疆签约项目 183个，预计
2028年底前完成投资9395.71亿元。

2021年以来，中央企业着眼新疆所
需所盼，发挥优势特长，紧贴民生开展
产业援疆。截至2023年底，中央企业在
新疆累计投资项目 5.2万个，完成投资
5538亿元。

2021 年以来，中央企业持续加大
在新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累计承建
工程项目 4.31 万个，完成合同额 4491
亿元。中央企业产业援疆呈现投资力
度不断加大、基建质效不断提升、特殊
支持不断拓展、合资合作不断深化等
特点，有力推动了新疆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玉卓在此次
推进会上表示，中央企业要重点围绕新
疆八大产业集群，精心谋划实施一批务
实管用、互利共赢、带动效果好、可持续
发展的产业项目，助力新疆将资源优
势、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区域竞
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