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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行政审批服务很到位，一
会儿工夫就换好了新的经营许可证，特
别方便。”日前，一家出版企业负责人对
延津县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工作人员
的服务态度和工作效率赞不绝口。

这是延津县委宣传部优化行政审
批、减轻基层负担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延津县委宣传部认真贯彻落实新修
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县
委关于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总要求，积极转变角色，不断完善办事
指南，优化审批流程，对有关条件或手
续有欠缺的行政审批事项，本着为企业
提供便利、解决企业经营发展的实际困
难的初衷，对部分年度核验、证照办理
进行容缺受理。今年以来，规范办理出
版物经营许可证4件，注销7件。

（李建斌）

优化行政审批
提升服务质效

本报讯 日前，笔者在我市平原路
和牧野大道交叉口向南 150 米路东，
见到了一家加工、销售传统绿色、健康
饮食的五谷杂粮加工门店——五谷石
磨坊。

据悉，该磨坊店主吴先生是来自
卫辉市的一名农民，长期的田间劳作
使得他的面庞黑黑的。吴先生此前一
直在城郊从事养殖业，对市民的饮食
需求比较了解。他经过多方市场调
查，认识到五谷杂粮对于人们健康的
重要性，并且敏锐地看到这个市场的
良好前景，遂果断放弃养殖事业，跨入
到五谷石磨面加工、销售行业。他说，
很多人说如今的面粉没有面味，而自
己是农民，在家种的就是小麦、玉米、
黄豆、绿豆等，然后用传统的石磨加工

出来不是更好吗？为此，他多次考察
市场，到山东专门购置了石磨，租了房
子，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在他的五谷
石磨坊里，笔者看到，石磨在电机的
带动下匀速地转动，每分钟 20 多转。
吴先生解释，速度不快，磨出来的面是
凉的，而大型面粉厂机器高速转动，面
粉是热的，两者的口感差异较大。更
为重要的是，为了确保口感，吴先生的
五谷石磨面保证不添加任何添加剂，
也不从中抽取任何小麦、黄豆、玉米、
黑豆、绿豆、小米、荞麦的精华部分，都
是最原始的成分，纯天然面粉。说着，
吴先生拿出一个用天然面粉蒸的馒头
递给笔者，看上去黑黑的。笔者尝了
一口，小时候麦香的感觉瞬间充满了
口腔。 （隋仁源）

现场石头磨面
只为吃出健康来

新华社成都7月29日电（记者 李
力可 王聿昊）7 月 28 日，“谛听”地震
波大模型在四川成都发布，该大模型
由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中国地震
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联合
开发，是首个亿级参数量的地震波大
模型。

成都超算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黎介绍，2023 年 9 月，国家超
级计算成都中心与中国地震局地球物
理研究所合作共建了“地震大模型创
新应用联合实验室”，与清华大学、中
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合作
启动了“谛听”地震波大模型的训练。

“谛听”数据集是国内首个，也是目前

国内外最大规模、样本类型和标注最
为全面的地震学专业AI训练数据集之
一，半年多时间里，实验室研究人员利
用“谛听”数据集获得了首个亿级参数
量的地震波大模型。

“长期来看，地震学是一门观测科
学，重大突破往往来自对观测数据的
深刻理解。”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
所副所长陈石介绍，目前，传统方法和
中小模型均无法充分利用百TB、千TB
级别的地震观测数据，而这些数据对
地震学研究有重要意义，只有通过大
模型才能深入挖掘。

“‘谛听’大模型依托海量数据，通
过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显著提

升了地震信号的识别准确率和速度。”
陈石说。

国家超算成都中心常务副主任王
建波介绍，“谛听”地震波大模型对于
突破中小地震波模型性能瓶颈，提高
地震大数据智能处理能力和信息挖掘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国家超算成都中
心正不断加速人工智能技术在防灾减
灾、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据了解，目前“谛听”地震波大模型已
可投入使用，十亿参数量级的版本预
计 2024 年 8 月完成预训练。未来，该
大模型还可用于矿震监测、城市地下
空间结构探测、海底地震监测等多个
领域。

我国发布首个亿级参数量地震波大模型

□新华社记者 高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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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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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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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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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虎种群数量增长到约70只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 刘
硕）记者从 29 日在京举行的大检察官
研讨班上了解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围
绕《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公
正执法司法的部署，对有关工作提出
新要求。

决定提出，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
分离改革，健全国家执行体制，强化当
事人、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对执行活
动的全程监督。对此，最高检作出部
署，要跟进健全国家执行体制，研究强
化对执行活动的全程监督；推动完善
法检信息共享、工作协同机制，以实时
监督促全程监督；加大对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犯罪的惩治力度。

在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方面，
最高检提出，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
权并重，加强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
执行等全流程监督；完善事前审查、事
中监督、事后纠正等工作机制，完善涉
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以及查封、
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制度。

最高检强调，要进一步完善侦查

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通过信息共享
促进做优协作配合，把监督重点放在
纠正应立不立、应撤不撤、长期“挂案”
等突出问题上。要自觉融入以审判为
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构建以
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上迈出实
质步伐；健全上下联动刑事抗诉工作
机制；完善“派驻+巡回+科技”刑罚执
行和监管活动监督机制；着力推进刑
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加强律师执
业权利保障，切实维护执法司法公正。

为推动行政检察提质增效，最高
检提出，要适应深化行政案件级别管
辖、集中管辖、异地管辖改革，加强对
行政生效裁判、审判活动和执行活动
的监督，在确保案件质量基础上加大
监督力度；结合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
件，协同人民法院、行政机关依法规范
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在规范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方
面，最高检要求，要切实找准公益诉讼
检察服务改革发展的切入点，持续抓
好法定领域办案，依法拓展案件范围，
更加注重办案质量。

最高检

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
将加大惩治力度

新华社南京7月29日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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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 高
敬）截至目前，“十四五”以来全国新增
完成 6.7 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 45%以上、农村
黑臭水体治理完成规划任务的 80%以
上，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75%左右，生
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自然村比例
超过90%，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生态环境部2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司长赵世
新介绍了上述情况。

赵世新介绍，农村污水横流状况大
幅减少。生态环境部因地制宜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确定了“三基本”的治
理成效评判标准，即基本看不到污水横
流、基本闻不到臭味、基本听不到村民
怨言，治理成效要为多数村民群众认
可，要分类施策，突出重点，并坚持建管
并重，健全机制。

生态环境部联合有关部门研究出
台可操作、好执行的政策指南和标准规
范，不照搬城市经验，指导各地筛选建

立适合本地区特点的治理模式和技术
工艺。推动地方加强建设管理，确保建
一个成一个，成一个用一个。

黑臭水体治理，直接影响老百姓的
环境获得感。截至2024年6月底，全国
已完成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治理
3400余个，达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
的80%以上。

他表示，聚焦房前屋后河塘沟渠和
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黑臭水体，生态环
境部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源头治理、

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推动建立任务清
单、销号清单、问题清单，实行清单化管
理。将面积较大、群众反映强烈的4000
余个水体纳入国家监管清单，将其余近
万个水体纳入省级监管清单，实行“拉
条挂账，逐一销号”。对销号后发现返
黑返臭的水体，取消销号，列入问题清
单。

“我们还推动系统化治理和常态化
监督，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水质监测等方
式开展跟踪监管，确保长制久清。”他说。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7 月 28 日，当
地藏族小伙子参
加赛马前在草地
上休息。

近日，四川甘
孜藏族自治州白
玉县群众穿着节
日盛装聚集到日
通草原，参加当地
举办的乡村民俗
文化活动。歌舞
表演、赛马、牦牛
选美等活动精彩
纷呈，日通草原成
了欢乐的海洋。

新 华 社 记
者 江宏景 摄

7月28日，第五届上海国际舞蹈中心青少年舞蹈节暨舞蹈比赛的获奖者在
进行汇报表演。

7月28日晚，第五届上海国际舞蹈中心青少年舞蹈节暨舞蹈比赛落幕。本
届“青舞节”先后举行了舞蹈比赛、名师讲座、舞蹈大师班、训练营、闭幕汇演等
系列活动，为热爱舞蹈的孩子们打造出一个公益化、国际化、专业化的青少年舞
蹈盛会。 新华社发（陈浩明 摄）

新华社北京 7月 29 日电（记者
王思北 徐壮）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
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建文 29 日在国新
办发布会上介绍，过去一年来，中央
网信办累计清理拦截违法违规信息
5745 万余条，处置账号、群组 781 万余
个，关闭下架了网站平台超过 4800
家，推动网络生态持续向好。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网信部门

针对网络生态顽瘴痼疾出重拳、亮
利剑，深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取得
积极成效。

“我们组织开展了专项整治回头
看工作，探索加强治理效果跟踪评
估，以督导问效巩固整治的成果。建
立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协同联动机制，
维护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形
成覆盖重点领域的跨平台预警机制，

及时化解网络暴力风险。”杨建文说，
各项长效机制不断健全，治理效能持
续提升。

杨建文表示，下一步，将在持续巩
固前期工作成效的基础上，聚焦群众
关切，强化预警预防，注重协同联动，
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着力破解难点问
题，不断健全网络生态治理的长效机
制，积极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生态。

过去一年来中央网信办关闭下架网站平台超480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