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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我国近期将持续推进“清风行动 2025”和清山

清套专项行动，并组织开展春季鸟类保护专项行动，严厉打击

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全力守护自然生态安全。

这是 2 月 21 日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的。

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野

生动植物的保护力度，2024 年全国越冬水鸟达到监测最高数

量，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良好

态势。然而，我国野生动植物种类多，活动和分布范围广，少

数地方乱捕、滥猎、滥食鸟类等野生动物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威胁野生鸟类等野生动物种群安全。

这位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将聚焦重

点环节开展专项行动，把非法猎捕、非法交易鸟类和出售禁

用猎捕工具等列入重点打击对象，对鸟类集中分布区、非法

案件多发地的省份开展分片包保，指导督促各地切实加大保

护力度；加强科学防护，落实补偿政策，加快研究制定对鸟类

不造成伤害又可有效防范损失的防护网标准，统筹兼顾鸟类

保护和防范损失等要求；压实各方责任，将鸟类等野生动植

物保护纳入各地林长制考核内容，确保在地方政府领导下，

实现全方位保护。 古一平 胡璐

我国将启动多项行动加强

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

近期，山西省植保中心组织山西农大（农科

院）有关专家、各市植保机构负责人和全省 40 个

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区域站测报员，对山西省 2025
年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趋势进行会商，综合分析

病虫源基数、种植制度、作物布局和气候等因素，预

计 2025 年山西省农作物主要病虫害呈整体中等、局

部偏重发生态势，全省农作物病虫害预计发生面积

58200 平方千米次，局部偏重发生的粮食作物病虫主

要有：麦蚜、麦蜘蛛、茎基腐病、玉米红蜘蛛、玉米螟、双

斑萤叶甲、棉铃虫、大斑病、马铃薯晚疫病等；小麦赤霉

病、条锈病在运城、临汾部分麦田偏轻流行，草地贪夜

蛾在南部夏玉米田仍以点片发生为主，玉米南方锈

病在运城、临汾有点片发生的可能。

一、农作物主要病虫害发生趋势

（一）小麦病虫害

总体中等，局部偏重发生，预计发生面积

11466.67 平方千米次，需重点关注“两虫五病”（麦

蜘蛛、麦蚜、茎基腐病、条锈病、赤霉病、白粉病、纹

枯病）。麦蜘蛛中等发生，在运城、临汾部分沿山旱

地、水地早播田和向阳坡地偏重发生，发生面积

2400 平方千米次；蚜虫中等发生，运城、临汾局部

穗蚜偏重发生，发生面积 2733.33 平方千米次。茎

基腐病中等发生，在运城、临汾部分麦田偏重发生，

呈逐年加重趋势，发生面积 1000 平方千米；条锈病

偏轻流行，在运城部分麦田有中等流行的可能，发

生面积 66.67 平方千米；赤霉病偏轻发生，抽穗扬

花期遇雨有中等流行的可能，发生面积 266.67 平

方千米；白粉病中等发生，在运城、临汾部分旱地麦

田及水浇地群体密度大的早播麦田偏重发生，发生

面积 1733.33 平方千米；纹枯病在南部高水肥麦田

偏轻至中等发生，发生面积 800 平方千米；叶锈病

偏轻发生，发生面积 466.67 平方千米。

（二）玉米病虫害

总体中等，局部偏重发生，预计发生面积

25800 平方千米次，需重点关注“六虫四病”（玉米

螟、红蜘蛛、双斑萤叶甲、棉铃虫、粘虫、草地贪夜

蛾、大（小）斑病、穗腐病、茎腐病、南方锈病）。红蜘

蛛在中、北部偏重发生，发生面积 2533.33 平方千

米次，为害盛期为 7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二代玉米

螟中等发生，晋中盆地、吕梁平川、忻定盆地部分地

区偏重发生，发生面积 2333.33 平方千米；三代玉

米螟中等发生，在南部部分夏玉米田偏重发生，发

生面积 1200 平方千米；棉铃虫中等发生，在中南部

局部偏重发生，发生面积 2333.33 平方千米次；二代粘虫中等发

生，在晋中、吕梁平川部分玉米田有高密度点片发生的可能，发

生面积 600 平方千米；双斑萤叶甲中等发生，在中北部降水偏少

区域偏重发生，发生面积 3000平方千米。大（小）斑病中等发生，

在忻定盆地、大同盆地、晋中东山以及太行山等冷凉山区种植密

度大、通风不良的下湿地偏重发生，发生面积 3000 平方千米；

茎基腐病偏轻发生，在中部部分地区中等流行，发生面积

733.33 平方千米；穗腐病偏轻发生，部分钻蛀性害虫发生重的

地区中等发生，发生面积 800 平方千米。

（三）马铃薯、杂粮病虫害

马铃薯病虫害总体偏轻发生，局部中等至偏重发生，预

计发生面积 1500 平方千米次，需重点关注“两虫两病”（二十

八星瓢虫、豆芫菁、晚疫病、早疫病）。杂粮病虫害总体偏轻发

生，局部中等至偏重发生，需重点关注“三虫两病”（粟叶甲、

粟灰螟、高粱蚜、谷子白发病、谷瘟病）。

（四）大豆病虫害

总体偏轻发生，预计发生面积 1100 平方千米次，需重点

关注“三虫一病”（点蜂缘蝽、豆荚螟、甜菜夜蛾、根腐病）。点

蜂缘蝽在部分大豆田聚集为害，发生面积 166.67 平方千米

次；甜菜夜蛾偏轻发生，发生面积 100 平方千米次；双斑萤叶

甲、豆荚螟偏轻发生，局部偏重发生。

（五）果树、蔬菜病虫害

果树病虫害总体中等发生，局部偏重发生，预计发生面

积 9666.67 平方千米次。蔬菜病虫害总体偏轻发生，预计发生

面积 4866.67 平方千米次；其中番茄潜叶蛾总体中等发生，局

部地区设施番茄偏重发生，发生高峰期在 6 月至 9 月；蔬菜

蓟马总体偏轻发生，在部分保护地蔬菜中等发生。

二、预报依据

小麦主要病虫具备中等以上发生的病虫源基数，麦蜘

蛛、茎基腐病冬前基数偏高，小麦其它病虫基数低于上年。

小麦、玉米主栽品种综合抗性差、种植密度大，有利于病

虫害发生。全省大部分小麦、玉米主栽品种对其主要病虫害

抗性水平低，近年来密植技术推广，容易造成田间郁闭，有利

于病虫害发生。

2024 年冬季山西省温度偏高、麦区降水偏多，对小麦喜

湿性病害侵染有利，对玉米螟、棉铃虫等害虫越冬有利。2025
年春季主产麦区温度偏高、降水偏少，有利于麦蜘蛛、麦蚜等

喜旱性害虫的发生。 山西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中心

“蓝天不是等来的，而是拼出来的”
———生态环境部回应大气污染防治热点问题

“蓝天不是等来的，而是拼出来的”

“抓住移动源这个‘牛鼻子’”“让环保投

入高、绩效好的企业享受实实在在的政策

红利”……在生态环境部 2 月 24 日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大气环境司司长李天威

回应当前大气污染防治的热点问题。

2024 年成绩单：空气质量

稳中向好

李天威介绍，2024 年，全国环境空气

质量稳中向好：改善幅度大，全国 PM2.5
浓度为 29.3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

为 87.2豫，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0.9豫，都优于年度目标；改善范围广，京

津冀地区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3.4豫，天山

北坡城市群、成渝地区、汾渭平原、长江

中游城市群、长三角地区 PM2.5 浓度同比

均呈现下降；PM2.5 和臭氧协同控制取得

初步成效。

“蓝天不是等来的，而是拼出来的。”

他介绍，2024 年，生态环境部和各地持续

深化重点领域行业治理减排，全年完成

散煤治理 200 万户，累计达 4100 万户；

推动完成钢铁行业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

1.3 亿吨，实现全国 80豫以上产能全流程

或重点工程超低排放改造；积极推动运

输结构调整，淘汰高排放车辆，开展机动

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机构专项排查整

治行动。

2024 年，生态环境部全面加强重污

染天气应对和区域联防联控，开展重点

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监督帮扶，发现推动

并解决各类突出问题 8.8 万余个。

努力完成“十四五”基本

消除重污染天气目标

李天威说，重污染天气是人民群众

的“心肺之患”。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

收官之年，完成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的

目标，要重点抓好三件事：

一是大力推动治污减排。指导地方

加快实施落后产能退出，推进重点行业

超低排放改造、清洁取暖、移动源防治等

工作，持续深化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强化

面源污染治理，从根本上减少污染物排

放。

二是科学精准应对重污染天气。不

断提升预测预报能力，精准、科学、依法

应对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真正做

到污染“削峰降速”；完善企业的应急减

排清单，实现涉气企业应纳尽纳、动态更

新；做到应急减排应减尽减、精准落地，

杜绝“数字减排”。

三是协同控制 PM2.5 和臭氧污染，指

导重点城市围绕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

物，实施协同减排，“冬病夏治”，确保完

成“十四五”目标任务。

抓住移动源治理这个“牛

鼻子”

“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抓住移动源

这个‘牛鼻子’，十分迫切且必要。”李天

威说，移动源是我国大气污染物排放的

重要来源，其排放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

有机物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60豫和 24豫左

右。在北京、上海、济南等城市，移动源已

经是污染物首要的排放来源。

他表示，做好移动源治理，要加快标

准的制修订。生态环境部将对标国际先

进法规，研究制定轻型车、重型车的国七

标准，实现机动车减污降碳协同；研究制

定非道路移动机械国五标准，实现排放

控制技术和世界先进水平接轨。

同时，强化机动车排放监管。对重

型货车，要加快淘汰国四及以下的货

车，严格整治国五货车的超标问题，强

化国六货车的智慧化监管，加快推进新

能源重卡的替代应用。同时，持续开展

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机构的专

项整治。

李天威表示，要推动非道路移动机

械综合治理，重点提高机场、港口、园区

等新能源机械和内部车辆的新能源比

例。此外，推进火电、钢铁、煤炭、焦化、有

色、水泥等重点行业大宗货物的清洁运

输，推动大宗货物长距离运输“公转铁”

“公转水”。

激发企业污染治理的内生

动力

如何引导企业加强污染治理？李天

威表示，要一手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

的法治保护大气环境，另一手要创新管

理思路，综合运用金融、价格、财税、环保

差异化管理等政策，激发大气污染治理

的内生动力。

近年来，依据企业的生产工艺、污染

治理水平、排放强度等，生态环境部门深

化重点行业企业绩效分级。2024 年，绩

效 A 级和绩效引领级的企业达 2754 家，

比 2022 年增加 46豫。李天威说，在绩效

分级一系列的措施下，很多企业实现绿

色转型和利润增长同频共振，污染治理、

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者，真正得到了

实惠。

他表示，要强化技术引领，完善政策

支持，拓展环保绩效应用场景，形成有力

有效的政策“组合拳”，让环保投入高、绩

效好的企业享受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

李天威说，要突出标准引领，对整体

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行业，逐步将超低排

放要求转化为强制性排放标准，以标准倒

逼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此外，强化执法监

管，对环保水平低、投入小的企业加强执

法监管，对存在偷排、漏排、弄虚作假等主

观恶意违法行为的企业，依法依规严厉处

罚，提高违法成本。

新华社北京 2 月 24 日电

太原市汾河景区水碧天蓝，绿染两岸。姻 李兆民摄

买了新手机，旧手机该如何处理？直接

投入二手市场，担心信息泄露风险怎么办？

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手机安全

回收处置示范项目日前启动试运行，标志

着该集团成为业内首家具备线上线下自主

回收、自主拆解、自主熔炼一体化能力的手

机回收处置企业，为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形

成电子涉密载体销毁处置及资源化利用网

络迈出探索步伐。

小程序下单、中国邮政 EMS 接单回收

……近日，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资环”）手机安全回收处置示范

项目试运行启动仪式上，一部旧手机成为中

国资环手机安全回收利用第一单的主角。

随后，这部手机从天津滨海新区被保

密运输至位于广东汕头的回收基地，经过

安全拆解、机械破碎、末端熔炼，最终实现

手机安全销毁、资源循环利用。

如今，人们换手机的时间周期逐渐缩

短，废旧手机存量也越来越大。根据有关数

据，“十四五”时期，我国手机闲置总量预计

达 60 亿部，废旧手机回收量持续增长，但

目前回收量相对不足。

如此庞大数量的闲置手机怎么办？手

机回收利用存在哪些难点？中国资环的这

一探索破解了哪些难题？

“我们正在销售的手机品牌，有同品牌

以旧换新促销活动，一部使用了两到三年

的旧手机，基本上能折价 400 元左右。但不

少老用户不愿意以旧换新，宁愿直接买个

新手机。一问原因，就是担心泄露隐私。”天

津一家手机零售商负责人吴旭说。

“我倒是想处理这些旧手机，但怕直接

给了回收商泄露隐私，宁闲不卖。”天津市

民赵先生拉开抽屉，里面放着 4 部使用痕

迹明显的手机，“我是做商务工作的，这些

手机里存着很多客户的联系方式、招标文

件、公司信息等，每部手机都至少用了 3
年，数据虽然格式化了好几次，但我还是担

心被人破解恢复，那样就得不偿失了。”

“手机拥有较强的身份及信息属性，消

费者对手机回收后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存

在较大担忧。”中国资环手机回收项目负责

人廖欢乐分析。然而，长期闲置的手机不但

造成了资源浪费，还存在电池鼓包、漏液等

风险，污染环境甚至产生安全隐患。

廖欢乐说，手机拆解后得到的金属和

非金属材料，可以作为原料被再利用于再

生金属冶炼、塑料制造和玻璃加工等行业，

“手机主板中含有金、银、铜、钯、铑等贵金

属。根据行业统计，一吨废旧手机，能提取

出约 400 克黄金、2300 克银，而一吨普通

品位金矿石才能提取出 5 克黄金，废旧手

机的经济价值不言而喻。”

此次废旧手机回收业务的开展，标志

着中国资环成为业内首家具备线上线下自

主回收、自主拆解、自主熔炼一体化能力的

手机回收处置企业，打通回收处置链、产业

融合链和信息安全链。

北京、上海、天津、深圳是中国资环手机

安全回收处置业务首批 4 个试点城市。中国

资环在天津部署了一辆移动破碎模块集装

箱车，可面向单位提供上门批量销毁服务；

同时也建立了上门销毁服务天津工作站，面

向个人用户提供废旧手机上门销毁服务。

用户可以通过“芯碎无忧”小程序或者

拨打电话服务热线下单。下单时既可选择

邮件保密回收，也可选择上门现场破损。

“如果选择邮件保密回收，手机会被当面装

进专用密封袋并获得唯一的全程可追溯身

份识别码，再通过中国邮政 EMS 专用邮路

被运送至中国资环电器电子循环利用汕头

贵屿基地。整个运输、销毁流程都处于监控

之下，消费者可以随时查看，我们完成处置

后也会出具相应报告。”廖欢乐介绍，“选择

上门现场破损，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带着专

用特种破碎设备上门，将手机当场破碎成

200 目左右的粉末，然后用密封袋包装安

全存放，统一进行资源化利用。”

“我们采用的顶吹熔池熔炼火法冶炼

技术，对贵金属等进行高效捕集，回收率均

可在 98%以上，该技术目前处于行业最优

水平。”廖欢乐说，未来通过对拆解零部件

进行循环利用以及从废弃电路板上提取

金、银等贵金属的高值化利用模式，不但有

效减少废旧手机对环境的污染，节约大量

原生资源的开采与加工能耗，还将显著提

升资源循环利用率。

去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

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意见》，明确

提出到 2025 年初步建成覆盖各领域、各环

节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资源循环利用

产业年产值达到 5 万亿元。

“该项目是我们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合

作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中国资环党委书

记、董事长刘宇表示，“我们将在全国复制

推广手机安全回收处置模式，并将这一模

式逐步拓展到电脑、硬盘等电子电器全领

域，最终形成全国性废旧电子电器末端资

源回收再利用平台、全国性废旧电子产品

梯次利用交易平台等电子涉密载体销毁处

置及资源化利用网络。”

邵康

如何安全回收一部旧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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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贵屿手机安全回收处置项目基地姻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