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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天津 4 月 14 日电（记者郭
方达）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有一尊 10
余米高的白色纪念碑，一名战士形象巍
然而立，望着前方。他注视的，正是引
滦入津工程的起点。

西流的滦水，就是一座流动的丰碑。

一湾水，两地情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渤海之滨。上
世纪70年代，天津城市生活和工农业用
水不足现象日益突出。由于超量抽取
地下水，造成大面积漏斗区，地面平均
每年以80毫米的惊人速度沉降。

用水最紧张时，市民只能喝苦咸
水。据介绍，当时天津甚至制定了万不
得已情况下，工业分批停产和疏散城市
人口的应急预案。

1981 年 8 月召开的京津用水紧急
会议上，国务院决定引黄济津。豫鲁冀
三省人民顾全大局，立即响应。

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
可靠的地表水源才是最好的出路，“引
滦入津”工程雏形应运而生。

按工程规划，川流不息的滦河水，

自河北穿燕山余脉，循黎河水道，自潘
家口-大黑汀水库流向于桥水库，跨越
两百余公里流入天津。

1982 年 5 月 11 日，引滦入津工程
开工。

一湾水，将津冀两地紧密相连。

子弟兵，爱人民

“引滦精神就是为民造福！”已经90
多岁的原铁道兵第八师师长刘敏在接
受采访时说。

1982 年 1 月，刘敏所在的原铁八师
正式接到命令，参加引滦入津工程。在
寒冷的冬季，部队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
时间，就打开了进入各个斜井口的通
道，抢盖了临时住房五万余平方米，比
预计准备工期快了1个月。

施工期间，铁道兵并入铁道部，铁
八师编制撤销。30多年过去，刘敏对于
部队“最后”一次任务，记忆犹新。

施工中，原计划通过10余个隧洞增
大工作面来加快工程进度，谁料地下情
况复杂，时常塌方，还牺牲了不少战士，
废弃两个隧洞后重凿新洞才能赶上
进度。

铁八师正是负责其中引水隧洞的
关键部分，而部队撤销的消息突如其

来，基层战士们一时难以接受，工程进
度大受影响。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传
来了好消息：天津市同意相关部队战士
都在天津落户转业，并得到天津社会各
界的广泛支持。

1983年9月11日，甘甜的滦河水流
入天津。“吃水不忘挖井人”——许多参
与工程的战士就此留下，成为天津人。

绿山水，真金银

进入21世纪后，受铁矿石价格上涨
等因素影响，黎河沿岸出现了大批的采
矿企业，当地山体植被遭到不同程度破
坏；为了增加收入，滦河沿线养殖业悄
然兴起。水体，开始遭受污染。

寻找保护环境与当地居民增收的
平 衡 点 ，成 为 区 域 流 域 管 理 的 重
难点。

为此，河北省加大引滦入津沿线污
染治理力度，加快实施上游潘家口-大
黑汀水库库区网箱养鱼清理工作。
截至 2017 年 5 月，潘大水库网箱清
理工作已全部完成，共清理网箱
79575个、库鱼1.73亿斤。

记者了解，身处下游的于桥水
库周边的居民们也经历了南岸搬
迁、退耕等整治行动。

2017 年 6 月，天津市正式与河北
省签订了《关于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
生态补偿的协议》。根据《协议》内容，
2016 年至 2018 年，河北省、天津市各
出资 3 亿元共同设立引滦入津上下游
横向生态补偿资金，专项用于引滦入
津水污染防治工作。此后，津冀两地
还将持续探索流域治理的区域协同新
模式。

30多年过去，南水北调等多重引水
工程的实施，滦河水已不再是天津唯一
的用水来源，但引滦精神及其区域协同
的治理经验，在津冀人民心中，是一笔
珍贵而永久的财富。

“引滦入津”：一座流动的丰碑

探寻5亿年前“生命大爆发”之奥秘
——中国科学家发现寒武纪“化石宝库”清江生物群纪实

时事时事

□新华社记者 许祖华

遥远的5亿多年前，地球上存在过
哪些生物？曾令达尔文感到困惑的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到底蕴藏着哪些
奥秘？近日，中国科学家在全球知名
的 美 国《科 学》杂 志 上 发 表 的 论 文

《华南早寒武世布尔吉斯页岩型化
石库——清江生物群》，再次引发了圈
内圈外对研究地球早期生命演化和动
物门类起源话题的广泛关注。

中国西北大学早期生命与环境创
新研究团队张兴亮、傅东静等首次公
布了他们在湖北宜昌长阳地区发现的
距今 5.18 亿年的寒武纪特异埋藏软躯
体化石库——“清江生物群”。

《科学》杂志在给媒体的简介中说
“揭示寒武纪之秘的新宝藏出土了”。

英国《自然》杂志称：“清江生物群
打开了观察壮观寒武纪的又一个窗
口，各种新的生物类群前所未见。”

5.18 亿年与 12 年：寒武纪
“化石宝库”渐露真容

2007 年的暑假，西北大学地质学
系教授张兴亮带着傅东静等几名研究
生 在 湖 北 宜 昌 长 阳 地 区 进 行 野 外
踏勘。

一天傍晚，河边一块石头引起
了张兴亮的注意。他们拿出地质
锤开始敲了起来，没想到竟然在
石头中发现了拇指长的半只虫化
石。这个“虾”状节肢动物正是布
尔吉斯页岩型化石库很有代表性的
林乔利虫。紧接着，他们又在这个位
置找到了寒武纪早期的无脊椎动物
纳罗虫化石。

在与蕴藏着 5 亿多年前生命信息
的林乔利虫化石“邂逅”之后，他们在
这片区域的研究延续了12年。

发现清江生物群的宜昌长阳地处
鄂西南山区，寒武纪地层分布广泛。
2007 年后，西北大学早期生命与环境
创新研究团队的研究人员经过记不清
多少次野外发掘和大量的研究工作，
逐渐揭开了这个寒武纪“化石宝库”的
神秘面纱。

采集化石的过程异常艰辛。工人
要用撬杠撬出来1立方米大小的石块，
科研人员用地质锤顺着页岩的层面
劈，一边劈一边看，直到找到化石，然
后是整理、编号、打包⋯⋯再把挖掘的
化石背出山，带回实验室。

在实验室里，每一块标本都要在显
微镜下进行前期修复，使用扫描电镜揭
示化石的超微结构以及元素组成，再对
化石进行高精度三维立体扫描⋯⋯就

这样，他们在湖北大山的“石海”中搜
寻，找出了两万多枚化石标本。

科研上的突破是在 2014 年取得
的重要进展。那时，团队已经采获了
上万块化石。经过无数次分析、比较、
研究，团队终于做出判断：这是一个能
够揭示寒武纪大爆发时期动物门类多
样性及其演化进程的重要化石宝库。

谈到对“清江生物群”的命名，傅
东静说，一方面是因为化石埋藏地是
在清江与丹水河的交汇处。“更重要的
一个原因，是希望清江生物群与云南
澄江生物群日后能够成为享誉世界
的‘中国两江生物群’。”

90%对 1%：科学家对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
探索

“寒武纪生命大爆
发”被称为古生物学和
地质学上的一大“悬案”。

在距今 5.4 亿年的早寒

武世，地球生命演化史上出现了一次
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生物创新事
件。在不到地球生命发展史 1%的时
间里迅速创生出了 90%以上的动物门
类。寒武纪地层突然出现了门类众
多的 无 脊 椎 动 物 和 最 古 老 的 脊 椎
动 物 ——“天下第一鱼”昆明鱼目化
石。但是，在更为古老的地层中，长期
以来没有找到其明显的祖先化石，这
一现象被称作“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简称寒武纪大爆发。

寒武纪大爆发与生命起源、智能
起源等一起被列为“六大自然科学难
题”。“要破解寒武纪大爆发的奥秘，需
要找到可靠的化石实证。而布尔吉斯
页岩型化石库则是探索寒武纪大爆发
的最佳窗口。”傅东静说。

布尔吉斯页岩型化石库，最早在
1909年发现于加拿大落基山脉寒武纪
中期的布尔吉斯页岩中。百余年来，这

类化石库在全球各地已发现50余个，其
中加拿大布尔吉斯页岩生物群和1984
年发现的我国云南澄江生物群最为著
名，成为“理想的顶级研究目的地”。

“清江生物群正是顶级的布尔吉
斯页岩型化石库。后续挖掘、研究与
保护将有可能为探索寒武纪大爆发这
一重大科学难题提供多方面科学依
据。”傅东静说。

据介绍，对清江生物群已经采集
到的大量珍贵化石标本中的 4351 件

进行初步研究后，已分类鉴定出 109
个属，其中 53%为此前从未有过记录
的全新属种。而且，清江生物群中软
躯体生物居多，已发现的后生动物属
中，85％不具有矿化骨骼，绝大多数为
水母、海葵等没有骨骼的“基础动物”。

生物统计学的“稀疏度曲线”分析
显示，清江生物群的物种多样性将有
望超过已知所有寒武纪软躯体化石
库。“清江生物群的特色和优势主要体
现在新属种比例最高、后生动物相对
多样性最大、软躯体生物类群最多、化
石形态保真度最优、原生有机质的埋

藏保存最好，具有难以估量的研究潜
力。”傅东静说。

已知和未知：“三幕式寒
武纪大爆发假说”和更多

的奥秘

近年来，西北大学早期
生命与环境创新研究团队在

中国科学院院士舒德干的带领
下，对澄江生物群及寒武纪大爆

发进行了长期探索，取得了系统的
创新成果。

团队在达尔文提出的地球生命呈
“树形演化”猜想基础上，通过数十年
的研究与实证，提出了“三幕式寒武纪
大爆发假说”，勾勒出了寒武纪生命大
爆发分三阶段依次创生了基础动物、
原口动物、后口动物三大枝系的“动物
大树”的基本轮廓，进而首次构建了完
整的早期动物谱系树框架图。

“随着日后研究工作的展开和深
入，清江生物群将为‘早期动物谱

系树’到底在哪里分叉，在哪里开
枝散叶，找到更多生物进化的直

接证据。”舒德干院士说。
更令中国科学家感到“幸运”的

是：目前全球两个保真度最高的布尔
吉斯页岩型化石库——布尔吉斯和澄
江，在埋藏之后分别经历了高温变质、
风化作用等严重的地质改造，其样本
已无法用于深入开展埋藏学研究。而
在清江生物群发现的软躯体化石，奇
迹般地以原生碳质薄膜形式保存了原
始的有机质。

“清江生物群将为开展埋藏学和
地球化学研究，进而开展深入的古环
境研究提供理想素材。困扰学术界多
年的动物软体结构特殊埋藏机制问
题，或将在清江生物群得到破解。”张
兴亮说。

可以期待，随着交叉学科研究的
推进，中国的清江生物群会带给我们
更多：生发更多的问题，破解更多的奥
秘⋯⋯ 据新华社西安4月14日电

① 寒武纪水下古生物复原图。
② 西北大学地质学系的学生在

查找“清江生物群”化石。
③ “清江生物群”中发现的分枝

藻类化石。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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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
（记者魏梦佳）北京世园会开幕
在即，记者从北京世园局获悉，
北京世园会园区 13 日进行了
约 3 万游客的半负荷压力测
试。这是世园会园区首次迎接
普通游客，对测试园区正常运
营意义重大。

北京世园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北京世园会园区
工程建设总体完成，中国馆、国
际馆、生活体验馆、植物馆、永
宁阁等工程建设全部完成，“一
心、两轴、三带、多片区”的世园
会园区已经成型；服务保障工
作全面展开，运行管理、礼宾接
待、游客服务、安保团队等 12
个团队近 4000 人全部到位；世
园会开幕式和试运行期所需要
的高校志愿者也已顺利招募完
成，正在开展系统培训。

此次组织首批来自延庆的
3万名游客入园参观，目的是检

验园区接待适应能力、管理流程
通畅状况、各项工作组织能力和
设备运行状况，让园区步入正常
化运营。当天，演练现场 78 条
入园通道全部开放，为满足游客
购物、用餐等消费需求，园区内
已具备开业条件的商户均进行
试运营，同时还安排了 30 辆电
瓶车投入运营服务游客。压力
测试现场还组织了 555 名志愿
者，按岗位分为 18 个业务口
100个岗位点，为游客提供问询
服务、秩序引导、接待协助、语言
翻译等8大类服务。

据悉，当天，国际园艺生产
者协会秘书长提姆·布莱尔克
里夫也实地参观了园区，听取
了北京世园会筹备进展情况汇
报。他表示，北京世园会筹办
工作进展顺利，园区面貌焕然
一新，令人钦佩，相信北京世园
会将为世界打造一届极具特
色、意义非凡的盛会。

进行约3万游客的半负荷压力测试

北京世园会首迎普通游客

引滦
入津工程
纪念碑。

““引滦入津引滦入津””工程重要水源地潘家口水库一景工程重要水源地潘家口水库一景。。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13 日
电（记者刘品然、朱东阳）美国
总统特朗普 13 日在其社交媒
体上表示，他与朝鲜最高领导
人 金 正 恩 的 个 人 关 系“ 非 常
好”，并表示美朝了解彼此立场
对 举 行 第 三 次 领 导 人 会 晤
有益。

特朗普说，他同意金正恩
关于他们之间仍保持良好个人
关系的表述，并称用“非常好”
来描述他们的个人关系或许更
为准确。

特朗普还表示，朝鲜在金
正恩的领导下具备实现经济
增长和国家富裕的巨大潜力，

“期待在不远的将来，实现无
核化并且被解除制裁的朝鲜
将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
之一”。

金正恩 12 日在朝鲜第 14
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
发表施政演说时表示，他和特

朗普的个人关系不像两国关系
那样是敌对关系。金正恩还表
示，尽管朝鲜重视通过对话协
商解决问题，但对美国执着于
己方条件、只想单方面把自己
的要求强加于他人的美式对话
方法不感兴趣。

特朗普 11 日在白宫会见
韩国总统文在寅时表示，可以
考虑第三次美朝领导人会晤。
他同时强调，尽管美国当下不
会考虑继续追加制裁，但也不
考虑放松对朝制裁。

去年 6 月，美朝领导人在
新加坡首次会晤并签署联合声
明，但随后由于在无核化概念、
方式及步骤上显露分歧，朝美
对话一度停滞。今年 2 月底，
第二次美朝领导人会晤在越南
河内举行，因在解除对朝制裁
和无核化措施方面存在分歧，
会晤比原计划提前结束，双方
未能签署共同文件。

再次提及第三次美朝领导人会晤

特朗普称与金正恩
个人关系“非常好”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
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
指导意见》 14 日对外公布，这对加快健
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统筹推进自然
资源资产确权登记、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
制改革，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
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具有重大
推动作用。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
石，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一
大关键就是处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关系。
因此以土地“三权分置”为代表的所有权
与使用权分离改革探索，就成为一大
看点。

自然资源部综合司有关负责人说，为
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不到位、使用权边界
模糊等问题，意见提出多方面主要任务，
首当其冲就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
系，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
离，加快构建分类科学的自然资源资产产
权体系，处理好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关系，
创新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权和集体所有
权的实现形式。

——土地方面，落实承包土地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开展
经营权入股、抵押，探索宅基地所有权、
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加快推进
建设用地地上、地表和地下分别设立使用
权，促进空间合理开发利用；

——矿产方面，探索研究油气探采合
一权利制度，加强探矿权、釆矿权授予与
相关规划的衔接，依据不同勘查阶段地质
工作规律，合理延长探矿权有效期及延续
保留期限，根据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分类
设定采矿权有效期及延续期限，依法明确
采矿权抵押权能，完善探矿权、采矿权与
土地使用权衔接机制；

——海洋方面，探索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加快完善海
域使用权出让、转让、抵押、出租作价出资 （入股） 等权能，构
建无居民海岛产权体系，试点探索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转让、出租
等权能。完善水域滩涂养殖权利体系，依法明确权能，允许流转
和抵押。理顺水域滩涂养殖的权利与海域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
权，取水权与地下水、地热水、矿泉水采矿权的关系。

紧随其后，就是强调明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以解决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规定不明确、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主体不到
位、所有者权益不落实、因产权主体不清造成“公地悲剧”、收
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等问题。

为此，意见提出研究建立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行使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资源清单和管理体制。探索建立委托
省级和市 （地） 级政府代理行使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资源清单
和监督管理制度。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管理制度，合
理调整中央和地方收益分配比例和支出结构。推进农村集体所有
的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确权，依法落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
人地位，明确农村集体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
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合法权益。自然
资源部综合司有关负责人说，意见还强调保证各类市场主体依法
平等使用自然资源资产、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
法律保护。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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