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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
29日傍晚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实现首
飞，同时表明我国首个智慧化发射场第一
次执行航天发射任务即获得圆满成功。

据了解，这个智慧化发射场运用
物联网技术对地面各设施设备进行统
一数据采集和整合，并通过大数据技
术进行梳理融合，实现全系统态势感
知、全过程智能管控以及全流程驱动
保证支持，大大提升航天发射效率和
发射指挥系统稳定性、安全性。这次
任务使用的9A工位开启了我国新一
代智慧化发射场建设的征程，对下一
步简化发射流程、提升发射效率、增强
发射稳定性安全性意义重大。

为确保9A工位在长征六号改首
飞任务中成功使用，太原卫星发射中
心全力推动工位建设进度，创新实施
边论证、边设计、边施工、边调试、边使
用的“五边工程”，并组织骨干技术力
量提前介入，大大缩短任务准备流程。

据介绍，这次发射任务中，9A工

位改变了以往火箭临射前还需要大量
工作人员在近端操作的传统模式，实
现了火箭发射负4小时无人值守，液
氧煤油加注开始后，全部操作均由智
慧发射系统实现远程集中控制。

火箭燃料加注是一个极其危险的
岗位。在发射场从事加注工作28年的
技师吉坤深有感触地说，过去，加注过
程中操作手要在火箭旁开展管路连接、
状态核对、软管拆卸等工作；如今，新发
射工位无人值守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加
泄连接器自动对接和自动脱落。

指挥大厅内，一组组数据快速汇
集到智慧发射系统，将一线各系统的
设备状况、人员操作情况、任务实施情
况实时回传到指挥中心，为各指挥员
决策提供科学及时的决策依据。

3月29日,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从
9A工位点火起飞，直刺苍穹。“智慧发
射系统更加高效，也对指挥员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喊出“点火”口令的太原
卫星发射中心一号指挥员张鑫表示。

一问：什么是新污染物？
任勇介绍，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

环境风险管理的角度看，新污染物是指
那些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
累积性等特征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这些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对生态环
境或者人体健康存在较大风险，但尚未
纳入环境管理或者现有管理措施不足。

目前，国际上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
有四大类：一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二
是内分泌干扰物，三是抗生素，四是微
塑料。

二问：新污染物“新”在哪？
任勇说，新污染物之所以称为

“新”，一方面是相对于大家熟悉的，如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常规污染物而言
的；另一方面是新污染物种类繁多，并
且还可能会持续增加。

他表示，随着对化学物质环境和健
康危害的认识不断深入，环境监测技术
的不断发展，可能被识别出的新污染物
还会持续增加。

三问：新污染物治理难在哪？
新污染物的特点决定了其治理难

度。任勇表示，新污染物有五个方面的
特征：一是危害比较严重。新污染物对
器官、神经、生殖发育等方面都可能有
危害，其生产和使用往往与人类生活息
息相关，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存在较
大风险。

二是风险比较隐蔽。多数新污染
物的短期危害不明显，可是一旦发现其
危害性时，污染物可能通过各种途径已
经进入环境中。

三是环境持久性。新污染物大多
具有环境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在环境

中难以降解并在生态系统中易于富集，
可长期蓄积在环境中和生物体内。

四是来源广泛性。我国是化学物
质生产使用大国，在产在用的有数万
种，每年还新增上千种新化学物质，其
生产消费都可能存在环境排放。

五是治理复杂。对于具有持久性
和生物累积性的新污染物，即使以低剂
量排放到环境，也可能危害环境、生物
和人体健康，对治理程度要求高。

他指出，新污染物涉及行业众多，
产业链长，替代品和替代技术研发较
难，需多部门跨领域协同治理，实施全
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控。

四问：新污染物治理如何发力？
任勇介绍，新污染物治理总体思路

是通过对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
筛查和评估，“筛”“评”出需要重点管控

的新污染物。然后对重点新污染物实
行全过程管控，包括对生产使用的源头
禁限、过程减排、末端治理。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污染物
治理工作。近年来，生态环境部会同相
关部门推动建立法规标准体系，加强源
头准入管理，推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
境风险管控，并积极参与全球化学品履
约行动，为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打下了较
好的基础。

在他看来，开展新污染物治理是污
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的必然结果，
是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进程中的内
在要求。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正
在研究制定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提
出了“十四五”期间我国新污染物治理
工作总体要求、主要目标、行动举措和
保障措施。

（据新华社）

四问新污染物治理
生态环境部权威解读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什么
是新污染物？“新”在哪？治理上难在哪？如何发力？在生态环境部30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任勇对
新污染物治理进行了解读。

我国成功发射
天平二号A、B、C卫星

一箭三星
我国首个智慧化发射场

第一次执行发射任务获圆满成功
新华社电 3 月

30日 10时 29分，我
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十一号运载
火箭，成功将天平二
号A、B、C卫星发射
升空，卫星顺利进入
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获得圆满成功。

据了解，天平二
号A、B、C卫星主要
提供大气空间环境测
量和轨道预报模型修
正等服务。

这次任务是长征
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413次飞行。

新华社电 在3月30日举行的上海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
海市卫健委表示，截至30日10时，上海
已在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共完成910
万人的核酸检测，在浦西区域的非重点
区域开展抗原筛查，共筛查1087万人，
均发现一定数量的检测结果异常人员。

上海市卫健委一级巡视员吴乾渝介
绍，从3月28日5时起，上海对黄浦江以
东、以南及毗邻区域实施封控，开展核酸
筛查。其间，共组织采样人员约1.7万
人、设置临时采样点6300个，全天候开
展检测。30日，黄浦江以东、以南及毗
邻区域还将实施第二次核酸筛查。

封控期间，确有应急就医等紧急需
求的市民，可联系所在居（村）委会、街镇
或家庭医生给予协助。

近日，上海每日新增感染者持续高
位。目前，上海市、区两级已启用一批集

中隔离收治场所，另有多个大型场馆在
改建中。吴乾渝表示，在场馆选址时就
已进行综合评估，按要求与居民区保持
一定距离，同时将按照标准做好医疗废
弃物、污水处理以及场馆消杀。

会上同时通报，根据上海市疫情防
控办要求，30日起，上海将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重点场所预防性消毒专项行动，
及时消灭环境中存在或可能存在的病
毒，实现“人—物—环境”同防。

另外记者还获悉，上海将对十类重
点场所进行系统性环境消毒。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金晨表示，公共环境消杀是当前疫情防
控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实施“人—物—环
境”同防，切断新冠肺炎病毒传播途径的有
效措施之一。即日起，上海市将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重点场所预防性消毒专项行动。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聚焦十类人群聚

集的重点场所开展系统性、整体性消杀：一
是办公楼宇，包括商业、办公、园区等；二是
建筑工地，包括工人宿舍、食堂、厕所等；三
是公共场所，包括各类公园、开放式绿地、公
共厕所、公共空间各类城市家具、座椅、护
栏、亭、箱等；四是交通工具，包括交通枢纽、
公交站点、地铁、公交、出租车、火车、飞机等；
五是农贸市场；六是大型商场；七是社区，包
括住宅小区、集中租赁住房等；八是学校，包
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培训机构
等；九是养老机构；十是家庭。

金晨特别针对住宅小区的消毒工作
做了说明：“重点是要对楼梯扶手、门把
手、门禁对讲器按钮等，每天消杀2至3
次。有关人员将使用消毒湿巾或浸有消
毒液的抹布擦拭，或常量喷雾器喷洒。
针对垃圾容器，责任部门每天也要开展
一次清洁消毒，使用浸有消毒液的抹布
擦拭消毒，或常量喷雾器喷洒消毒。”

上海已完成910万人新一轮核酸检测
对重点场所专项消毒

银保监会官网30日发布消
息，当前，保险业正积极开展“3·
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
故保险理赔工作。

截至3月29日，财产保险方
面，承保飞机机身的人保财险、太
保财险、平安财险、国寿财险合计
向东方航空公司预付保险赔款
1.16亿元。人身保险方面，相关
保险公司根据客户报案情况，积
极开展保险理赔工作，目前已有
11家公司向遇难人员家属支付
14笔赔款，合计1485万元。

银保监会表示，下一步将统
筹协调保险行业进一步细化理赔
方案，优化理赔流程、把握关键环
节、注重方式方法，妥善做好后续
保险理赔服务工作。

银保监会：

“3·21”东航事故
保险理赔工作
正积极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