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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庆生、贺寿等重大时

刻表达您的心意，全城见证。

贵阳日报帮您
“传情达意”上新上新

服务服务
●办理电话：0851-85822529 ●咨询电话：0851-85813858

●咨询电话：0851-85813858

遗 失

征求意见稿公开内容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工程名称：磷氟新材料矿化一体化产业园项目
（2）建设性质：新建
（3）建设内容：建设 65 万吨/年磷矿预处理（含脱镁）装

置、40 万吨/年硫磺制酸、15 万吨/年湿法磷酸（P2O5）、15 万
吨/年净化磷酸、5 万吨/年萃取法磷酸二氢钾、5 万吨/年阻
燃剂、渣酸二次萃取联产 4 万吨/年水溶肥、1 万吨/年氟硅酸
钠、80 万吨磷石膏和脱镁渣充填中转项目及配套公用、环保
工程。

二、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

1、 网 络 链 接 链 接:https://pan.baidu.com/s/
1reCY1brI6mNClIbNoDFqhQ?pwd=frur；提取码:frur。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贵州司尔特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部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主要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鼓励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书信、电子邮件、填写公众意见表等

多种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贵州司尔特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永温镇安大村新田沟组8号
联系人：田工 联系电话：13638565836
邮箱：763990036@qq.com
七、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贵州昊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水口寺晒田坝1号
联系人：封工 联系电话：13765084704
邮箱：736654264@qq.com
邮编：550002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起10个工作日。

贵州司尔特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6日

贵州司尔特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磷氟新材料矿化
一体化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加快建设，重点

区域生态质量持续提升，污染防治攻坚

战取得显著成效……近年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抓生态文明建设，中华大地正展现出

天蓝地绿水清的亮丽新景象。

当前和今后十年是全面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连月来，新华社

记者兵分多路参加“高质量发展调研

行”，深入陕西、江西、福建、云南等地

采访，记录各地的绿色发展故事，感受

美丽中国新画卷展现的勃勃生机。

守护生态美景，书写“绿色答卷”
远眺山峦叠翠，近看碧波荡漾……

冬日时节，云南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

区的草海湖滨生态湿地，湖水清澈、鱼

儿畅游，游客在步道上悠闲散步。

正带领队员在水上打捞杂草的滇

池“巾帼打捞队”队长李云丽说，10 多

年前，滇池水质不好，水葫芦、青苔和

塑料垃圾很多，每天能打捞两三吨。现

在滇池沿岸修复了许多湿地，湖水变清

了，垃圾也少了，主要以打捞枯死的杂

草为主。

近年来，昆明市采取控源截污、精

准防控、科学补水等措施，并持续修复

湖滨生态，在滇池“绿色之肾”湖滨生

态带的守护下，湖清岸绿的美好图景正

一步步变成现实。

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局长袁亭聚介

绍，滇池沿岸目前已建成湖滨生态带

6.29 万亩，每年可吸收水体中总氮 1324

吨、总磷 74 吨。同时，湖滨生态带的植

物已从 2007 年的 232 种增至目前的 303

种，鸟类从 89 种增至 175 种，滇池鱼类

恢复至 26 种，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

云南省委书记王宁表示，生态环境

是云南的宝贵财富，也是全国的宝贵财

富。云南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坚决守护好七彩云南的蓝天

白云、绿水青山、良田沃土，建设好祖

国西南的美丽家园。

滇池的生态之变，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一个生动

缩影。

冬日秦岭，群峰逶迤。走进西安市

鄠邑区白龙沟村，看着眼前的坡地从昔

日的砖厂、别墅，到如今复耕成为农

田、果园，村民李树林颇为感慨：“现在

我们村的生态账算得明白着呢，一心护

生态、搞绿色产业，日子很滋润。”

2018 年，陕西省秦岭北麓西安境内

开展违建别墅专项整治行动，白龙沟村

的 12 栋违建别墅被拆除，平整后的坡

地再次交还给村民。从山脚到半坡，村

民们重新种上果树和玉米，加上沿线旅

游带动，人均年收入进一步增加。

如今，秦岭保护举措还在不断深

化。在持续保护修复方面，陕西扎实开

展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累计投入中

央和省级财政资金 5.66 亿元，治理项目

110 个，治理面积 2.3 万亩；全力防范化

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已完成 11 座尾矿

库闭库销号、5 座提升改造；加快推进

秦岭国家公园、秦岭国家植物园建设；

建立川陕甘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护

管理机制。

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表示，要牢记

陕西生态环境保护是关系全国生态环

境大局的“国之大者”，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切实

担负起守护中华民族祖脉、筑牢国家生

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时

代责任。

用好“生态财富”，打造“美丽经济”
走进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秋口镇

王村，蜿蜒的小河静静流淌，将两侧的

石门自然村和一个形似月亮的小岛隔

开来。一水之隔，隔不断两地“居民”

的“交往”，石门村的村民与小岛上的

蓝冠噪鹛和谐相处、彼此受益。

蓝冠噪鹛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也是

世界上最濒危的雀形目鸟类之一，全球种

群数量仅有 250 余只。为了守护好这张

“生态名片”，石门村成立了志愿护鸟队，

还建设了蓝冠噪鹛鸟类博物馆。60多岁

的护鸟队队长俞旺金说，随着大家生态意

识增强，乡村环境越来越好，每年蓝冠噪

鹛都会飞来小岛上筑巢繁衍。

优美的环境吸引了众多游客。以

前在浙江海宁务工的村民王土英选择

返乡创业，把自家民房改造成民宿，还

开起了农家乐。王土英说，如今村里业

态多元，村民们有多重“身份”，像她既

是民宿主又是厨师、导游，增收渠道更

丰富。

好生态带来好收益。今年以来，石

门村接待游客超过百万人次，多的时候

一天就有上万人次。村里以前只有 2

家民宿，现在已经有 30 多家。村民人

均年收入由 2013 年的 4000 元提升到如

今超过 3 万元。

江西省委书记尹弘表示，作为唯一

兼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国家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省份，江西协

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大生

态环境保护力度，强化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积极培育绿色低碳产业，大力发展

先进制造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

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每天上市 117 类、1700 多个品种的

鲜花，花拍中心日均成交量高达 600 万

枝，花卉市场鲜切花出口 50 多个国家

和地区……近日，记者走进昆明斗南花

卉交易市场，见人潮涌动，享花香四

溢，品“美丽经济”。

“通过引进设施农业和水肥一体化

智能灌溉系统等，我们的种植方式有了

质的提升，玫瑰产量和品质都提高了不

少，4 名种植工人就可完成 20 亩花田的

基本工作。”从事花卉种植和交易 20 余

年的花农杨涛说，节假日高峰期间，他

一天售出的玫瑰高达 14 万枝。

“我们不仅带动了商户和种植户，

还带动了 49 家物流企业、近 1.2 万家供

货品牌（合作社）、1 万余名花卉经纪

人、35 万家花卉批发市场和花店，形成

了‘一个市场带活一个产业’的发展格

局。”云南斗南花卉产业集团执行总裁

钱崇峻说。

关注绿色发展，创造美好生活
穿越林间、经过水边、行经花圃、路

过农田……在福建泉州台商投资区的

海上丝绸之路生态公园，人们在城市中

乐享自然田园风光。

在这里从事环卫工作的上浦村村民

陈芽说，此处靠近河流入海口的咸淡水交

汇区，之前很多地方是村民的盐碱化红薯

地、鱼塘和虾塘等，养殖和农村污水排放

长期失管，导致生态环境变得很差。

泉州市在 2017 年提出生态连绵带

概念，以山水林田湖草统筹治理系统

观，打造“山为骨、水为脉，林田湖草为

肌体”的山水田园城市。作为生态连绵

带建设先行示范的泉州海丝生态公园，

被贯穿而过的百崎湖水系分为两个园

区，打造形成山、水、林、田、塘、湿地为

一体的生态景观综合体。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重塑和改变

着人们的生活。

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表示，福建将

进一步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加快构建

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加快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巩固绿水

青山优势，厚植金山银山潜力，谱写美

丽中国建设福建篇章。

保护生态环境，是创造美好生活不

可或缺的一环。

陕西富平县庄里镇，采收后的新鲜

柿子经过削皮、挂晒等多道工序加工

后，成了香甜软糯的柿饼。眼下，柿饼

正大量上市。

庄里镇三河村党支部书记莫代武

说：“过去我们这一带的山区坡地水土

流失严重，柿子树难成活，更难成片。

随着国家水土保持重点项目建设、坡耕

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工程持续实施，

山坡慢慢绿了起来，自然灾害也少了，

村民们的柿树越种越多。”

一个个甜糯的柿饼，见证着富平人

奔向甜蜜生活的努力。目前，富平县柿

树种植面积达36万余亩，其中水土保持

治理面积就占了三分之一，全县约四分

之一的人口在柿子产业链上忙碌。目

前，富平柿子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65亿

元，带动群众年人均增收5000余元。

保护好生态环境，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

深化。建立环保督察工作机制，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编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

单，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一项项

有力改革举措成绩斐然。今年6月1日，

《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开始施行，深化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步入新阶段。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新时代新征程上，在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指引下，亿万人民携手同心、不

懈奋斗，定能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绚丽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

这是又一次对我国罕见病患者“药

篮子”的全面升级——

近日国家医保局等部门发布的新

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新增 91 种药品，

其中包含用于治疗肥厚型心肌病的玛

伐凯泰胶囊等 13 种罕见病用药。截至

目前，超过 90 种罕见病治疗药品已纳

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罕 见 病 ，因 其 极 低 的 发 病 率 、有

限 的 患 者 人 数 、高 昂 的 药 物 研 发 成

本，很长一段时间是医疗领域“被遗

忘的角落”。

罕见病防治，关爱不能缺席。在多

部门努力下，我国加速构建罕见病防治

保障之路，为患者搭建生命的桥梁，在

用药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方面，不断实

现“从 0 到 1”的突破。

在 今 年 国 家 医 保 药 品 目 录 谈 判

中，上万名难治性癫痫患儿的“救命

药”氯巴占进医保了。药片价格几毛

钱的小调整，给患者家庭带来实实在

在的希望。

难治性癫痫，有着“低治愈率、高致

残率、高致死率”的特点。根据有关统

计，国内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患儿，病

死率达 20%以上。

患儿家属告诉记者，孩子发病时，

“有时一天抽搐七八十次，每次发作都

像在生死关头徘徊”。

长期以来，因兼具罕见病用药和二

类精神药品的双重属性，管控严格，市

场规模有限，氯巴占迟迟未能在国内审

批上市，患者往往选择从国外代购“救

命药”。

2020 年，一起充满争议的涉及海外

代购氯巴占案件引起广泛关注。随后，多

个罕见病癫痫患儿家庭联合发出求助信，

呼吁关注氯巴占的进口和使用问题。

是药，更是民生。

2022 年 6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药监局联合发布《临床急需药品临时

进口工作方案》和《氯巴占临时进口工

作方案》，优先采用临时进口方式，缓

解患者“无药可用”困境，同时支持氯

巴占药品国产化。

国产氯巴占 2022 年获批上市，2024

年进入医保，这小小的药片，燃起患者

的生命希望。

同样，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患者用药，也是今年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调整关注的一个焦点。

PNH，一种极罕见的后天获得性溶

血性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血管内溶

血、骨髓造血功能衰竭和反复血栓形

成，患者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2021 年 3 月，一位 PNH 患者遭遇断

药，怀着一线希望，向中国罕见病联盟

求助。中国罕见病联盟携手北京协和

医院、国家药监局及药企开启“同情用

药”的爱心征程。80 余天后，从瑞士引

进的新药成功落地北京协和医院，患者

获得救治。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将

这一创新药盐酸伊普可泮胶囊纳入，将

为更多患者带来希望。

近几年，脊髓性肌萎缩症（SMA）、

戈谢病、重症肌无力等罕见病治疗用药

相继被纳入目录……自 2018 年国家医

保局成立以来，已经连续 7 年开展医保

药品目录调整。目前，已有 90 余种罕

见病用药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罕

见病药品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一路走来，是努力，更是希望。

“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是国家对

每一个生命的尊重与呵护，是对特殊群

体的特别关爱。”中国罕见病联盟执行

理事长李林康说，罕见病患者“药篮

子”的每一步调整、每一次增加，都不

容易。

从“无药可医”到“有药可用”，再到

“用得起药”……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我国积极探索罕

见病用药新模式，加强药物研发，让患

者更有“医靠”。

“罕见病患者的痛苦与治疗的无

助，时刻揪着医者的心。让更多好药、

‘ 救 命 药 ’进 医 保 ，是 医 患 共 同 的 心

声。”中华医学会罕见病分会主任委

员、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说，在这

条充满挑战与希望的道路上，我们携手

并进，为患者点亮生命的灯塔。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既有如何对

待“多数人”，也有如何关怀“极少数

人”。一股股让罕见病患者得到更好保

障的力量，正汇聚成暖流，浸润着每一

个需要关怀的心灵。

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

“ 坚 持 科 技 开 放 合 作 造 福 人 类 ，

是 新 时 代 我 国 科 技 事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经验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说，

科技创新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潮中，任何国

家都无法孤立地推进科技创新，要以

更 加 开 放 的 姿 态 与 世 界 共 享 科 技 成

果，实现共同发展。

12 月 6 日 至 8 日 ，2024 腾 冲 科 学

家 论 坛 在 云 南 腾 冲 举 办 。 来 自 国 内

外的千余名院士专家、大学校长、青

年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围绕加强科

技合作、学科交叉融合、打通创新链

条等话题展开热议，在交流互鉴中深

化认识、凝聚共识。

科技事业从跟跑参与到领跑开拓、

从重点领域突破到系统能力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成为全球创新版

图中日益重要的一极，全球创新指数排

名从 2012 年的第 34 位上升到 2024 年的

第 11 位。

站上新起点，科学家肩负着怎样

的使命？论坛所设立的腾冲科学大奖

给出了一种答案。这一奖项旨在奖励

在科技前沿取得重大突破、通过技术

创新解决人类面临重大问题和挑战、

研究成果取得重大经济或社会效益等

的全球科学家。今年的获奖者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薛其坤、谢晓亮。

薛其坤带领团队利用特殊材料磁

性拓扑绝缘体薄膜，首次在实验上发

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大奖评价为

“世界基础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科学

发现”。“探索新材料、发现新效应，是

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培养高水平劳动者

的重要手段。”薛其坤说，团队正努力

在科学发现的基础上发展进一步的应

用，最终服务于国家和人类需要。

当 前 ，人 工 智 能 、量 子 信 息 等 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突破应用，正有

力 催 化 多 学 科 交 叉 融 合 和 科 研 范 式

变革，成为本届论坛上与会嘉宾关注

的焦点话题。

作为生物物理化学家，谢晓亮多

年来在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及临床

医学相关新兴交叉学科作出了创造性

贡献。其团队发明的全基因组扩增技

术，已使九千多个患有单基因遗传病

的家庭成功避免了疾病的后代传递。

“近年来在我所处的生命医学领

域，出现了 AI 大模型、生物样本数据

库等许多学科交叉的突破性进展，我

都 在 积 极 学 习 。 这 些 都 说 明 生 物 医

学研究范式向大数据、大团队发展的

变化。在这种形势下，科技创新不能

再是各自为战，科学家之间、国家之

间更频繁的交流合作是大势所趋。”

谢晓亮说。

与会院士专家表示，人工智能与其

他学科融合，不仅在于提升科研效率和

创新能力，更从根本上打破了学科边

界，加速了知识体系的重构与演化。

“目前我国已有 73 所高校获批了

智能科学与技术的一级学科博士点或

硕士点，169 所高校自主设置了 250 余

个与智能相关的目录外二级学科或交

叉学科。通过学科建设，汇聚了多学

科的高层次人才，促进知识、方法和技

术的创新。”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甘明

刚认为，推动人工智能与传统学科的

深度融合，既需要学科之间的技术协

作，也需要高校、研究机构与企业深度

合作，携手构建领域创新生态。

要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

经济发展的“最大增量”，成果转化是

关键一环。本届论坛对外发布了 216

项国内先进科技成果和 100 项技术需

求，积极促进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

“货架”，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清 华 大 学 费 维 扬 院 士 团 队 的 碳

捕 获 技 术 与 中 国 科 学 院 大 连 化 物 所

李 灿 院 士 团 队 的 绿 氢 耦 合 二 氧 化 碳

高 效 转 化 技 术 ，此 次 便 以 绿 氢 甲 醇

制、储、运、加、用一体化项目落地云

南曲靖。“云南有着丰富的风光水电

资源，项目将在交通运输、钢铁冶金、

能源化工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推动

产业绿色转型和资源高效利用，也会

在全国范围内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李灿院士团队成员韩涤非博士说。

科 技 创 新 创 业 离 不 开 金 融 活 水

的 稳 定 支 持 。 在 中 国 国 际 金 融 股 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亮看来，一方面，

要通过股权投资基金投早、投小、投

长期、投硬科技，为优质的科创企业

提供稳定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另

一方面，通过一二级市场的联动，让

企业上市融资，同时也让资本实现有

效退出，促进形成“科技—产业—金

融”的良性循环。

本届论坛宣布启动腾冲科学家论

坛发展基金和中药材产业发展基金，

将重点支持论坛链接的专家资源及优

质的成果落地。据介绍，自 2022 年首

次举办以来，腾冲科学家论坛已累计

促成人才引进项目 496 个、招商引资

项目 780 个，协议投资 1900 亿元。

新华社昆明 12 月 8 日电

正在举行的 2024 华龙洞遗址学术研讨会 12 月 8 日发布研讨会成果，确认华龙

洞人是东亚地区向智人（现代人）演化的最早古人类，华龙洞遗址为探索东亚地区

现代人起源提供了重要研究材料。

华龙洞遗址位于安徽省东至县，于 1988 年被发现，是同时包含人类化石和石制

品等人类活动证据的重要古人类遗址。科研人员迄今在华龙洞遗址发现了约 20 个

个体组成的古人类群体，400 余件古人类制作使用的石制品，大量具有人工切割、砍

砸痕迹的骨片，以及 80 余种脊椎动物化石。

通过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研究人员确定华龙洞古人类生存时间为距今约30万

年。据介绍，华龙洞人属于一种从古老型人类向现代人过渡的古人类，其面部和下颌

部已经开始向现代人演化，面部扁平、眼眶较高、头骨纤细化、出现了现代人标志性特

征——下巴的雏形。现代人特征初始状态的出现，让华龙洞人被认为是迄今东亚地区

呈现出智人（现代人）特征最多、年代最早的从古老型人类向智人过渡的古人类。

图为 12 月 6 日，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参与 2024 华龙洞遗址学术研讨会的国

外专家学者在华龙洞遗址陈列馆参观。

新华/传真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聚焦生态文明建设

不忽视小群体！我国超90种罕见病用药进医保

2019 年 7 月 26 日拍摄的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秦岭违建别墅拆除后建设的秦岭和谐森林公园（无人机照片）。 新华/传真

担负科学家使命 服务时代发展
——来自2024腾冲科学家论坛的声音

中国科学家在华龙洞遗址发现
东亚地区向智人演化的最早古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