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广州5月10日电（记者李雄鹰）记者10
日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为应对今年入
汛以来珠江流域最强降雨过程，珠江委于5月10日
10时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5月9日，珠江流域遭遇新一轮降雨过程，流域
中北部、海南西北部等地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
出现暴雨。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5 月 10 日至 16
日，珠江流域大部降雨持续，将迎来今年入汛以来
强度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强降雨过程，过程累积
降雨量有 250～400毫米。受其影响，西江干流、北
江干流、东江干流、韩江干流及郁江、桂江、贺江等
主要支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
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鉴于当前流域防汛
形势，珠江委于 5 月 10 日 10 时启动水旱灾害防御
Ⅳ级应急响应。

按照水利部部署要求，10 日，珠江委派出 2 个
工作组赶赴广西、广东防汛一线，协助指导地方开
展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记者许可）针对七国
集团外长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9 日发
表声明，对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表示“严
重关切”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0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个别西方国家和机构相互勾连，恶意
抹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赵立坚说，刚刚结束的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
官选举，是香港特区新选举制度的又一次成功实
践，选举过程依法依规、公平公正，选举结果众望所
归、人心所向，充分展现了香港特区民主实践的新
气象，彰显了真正的民主精神。个别国家无视香港
民主优化提升的客观事实，逆香港社会团结奋进的
主流民意而动，以民主“教师爷”的口气对中国香港
特区的民主选举指手画脚，对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人
权自由说三道四，这只能让他们虚伪的双标面目和
乱港遏华图谋暴露无遗。

赵立坚说，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实行什么
样的选举制度、探索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纯
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干预。有关国
家和机构应尊重中国主权，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
务、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全面准确贯彻“一
国两制”、发展符合香港实际的优质民主的决心
坚定不移。任何外部势力施压破坏行径都是枉
费心机。“我们相信，香港将开创良政善治新局面，
谱写由治及兴新篇章。”

珠江委启动水旱灾害
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外交部：
坚决反对个别西方国家
和机构恶意抹黑香港特
区行政长官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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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记者于文静）针对近日
媒体反映个别地方毁麦开工及网上流传的“割青麦作
饲料”短视频，记者10日采访了农业农村部相关司局
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农业农村部对此高度重视，

“五一”期间就组织相关省份进行核查核实。近日，农
业农村部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全面排查毁麦
开工、青贮小麦等各类毁麦情况，对违法违规行为，发
现一起处理一起。

该负责人表示，去年以来小麦生产经历了抗秋
汛、促弱苗、防病虫等多个关口，经过多方努力，目
前小麦长势良好，丰收的好形势实属不易。下一

步，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持续强化小麦后期田
管，落实“一喷三防”全覆盖等增产措施，提前组织
好跨区机收，确保颗粒归仓。该负责人强调，还有
20 天左右小麦就成熟收获了，对被征用为建设用地
的麦田，也要在小麦成熟收获后再开工建设，珍惜
农民朋友 200 多天的劳动成果，中国人的饭碗大家
一起端。

该负责人表示，恳请社会各界共同监督，如发
现毁麦问题线索，请及时拨打农业农村部热线电话
（010-59191312）反映，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
处理。

农业农村部相关司局负责人：

全面排查各类毁麦情况 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5 月 10 日，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杭州西溪国
家湿地公园保护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经杭州市人
大常委会修订、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条例将于今
年 6月 1日起正式施行，明确了西溪湿地公园的四至
范围，进一步强化原生态保护。

2005年，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开园。西溪湿地
是罕见的城市中的次生湿地，是我国第一个集城市湿
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

条例规定，西溪湿地公园东起紫金港路，西至绕
城公路，南起沿山河，北至文二西路，其具体范围以及
湿地公园外围保护地带、周边景观控制区范围由《杭
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确定。在管理体制
上，条例明确市政府应当加强领导，建立湿地公园保
护管理统筹协调机制。

为了进一步强化原生态保护，条例指出，西溪湿
地公园内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体的水流、水源，
应当保持生态原状。除特定情形外，禁止占用、围圈、
堵截、遮掩。禁止向湿地公园排放废水、污水以及污
水处理尾水。湿地公园及其外围保护地带、周边景观
控制区内，禁止建设污染环境的生产设施，禁止设置
废弃物倾倒或者填埋场地。

条例对引进外来物种和放生动物作了规定，明确
管理机构应当开展湿地公园有害生物监测和防治。
禁止在湿地公园内猎捕陆生野生动物，除特定情形外
禁止捕捉水生动物，严格控制采集植物资源，禁止擅
自砍伐、移植、修剪树木。

据新华社电
记者岳德亮

我国首个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有了“新规矩”

全面排查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王悦阳、杨思琦）国家发
展改革委 10日发布《“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这
是我国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划。规划聚焦人民群众
在“医”“食”“美”“安”领域的更高层次需求，提出发展
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质替代、生物安全四大重点
领域。

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王翔在10日举办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规划将生物经济作为今后一段时
期我国科技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为应对生命健康、气
候变化、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重大挑战提供新的
解决方案。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
出，做大做强生物经济。此次发布的规划指出，生

物经济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进步为动力，
以保护开发利用生物资源为基础，以广泛深度融合
医药、健康、农业、林业、能源、环保、材料等产业为
特征。

规划提出生物经济发展阶段目标。到 2025 年，
生物经济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生物经
济总量规模迈上新台阶，生物科技综合实力得到新
提升，生物产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跨越，生物安全保
障能力达到新水平，生物领域政策环境开创新局
面。到 2035 年，按照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
求，我国生物经济综合实力稳居国际前列，基本形
成技术水平领先、产业实力雄厚、融合应用广泛、资
源保障有力、安全风险可控、制度体系完备的发展

新局面。
规划明确五大重点发展任务，分别为大力夯实生

物经济创新基础、培育壮大生物经济支柱产业、积极推
进生物资源保护利用、加快建设生物安全保障体系、努
力优化生物领域政策环境。

“在部署培育生物经济支柱产业方面，规划明确加
快生物技术广泛赋能健康、农业、能源、环保等产业，促
进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全面提升生物产业
多样化水平。”王翔说。

同时，规划提出生物经济创新能力提升、生物医药
技术惠民、现代种业提升、生物能源环保产业示范、生
物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生物资源保藏开发、生物
经济先导区建设7项重大工程。

“医”“食”“美”“安”！
首部五年规划给生物经济发展“划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