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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记者任沁沁、王研）国家
移民管理局“捕蛇”行动又获新战果。记者21日获悉，
国家移民管理局日前组织指挥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通过循线侦查、专案经营和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摧毁
一个特大跨国偷渡团伙，抓获涉案人员323名，该团伙
主犯“蛇头”李某被成功抓捕移交回国，并于20日被移
送德宏州盈江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021 年 9 月，企图偷渡出境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
孙某、朱某，慑于严密的边境管控措施和严打高压态
势，偷渡出境未果，向云南德宏边境管理支队移民管理
警察自首，交代了相关案件线索。云南德宏边境管理
支队立即组织精锐警力成立专案组循线侦查。经摸排
和梳理，一个长期活跃在云南边境地区，以潜藏境外中
国籍“蛇头”李某为首，勾结内地“蛇头”，组织、运送他
人偷越国（边）境的特大跨国组织偷渡犯罪团伙逐渐浮
出水面。

专案组分析认为，该偷渡团伙已形成内地招募、跨
省运送、中转藏匿、边境引带、境外接应等全流程犯罪
链条。国家移民管理局将此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指

导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按照“打团伙、断通道、斩
‘蛇头’、摧网络”的侦办思路，全面开展案件侦办。

今年 2 月 22 日，专案组侦查发现，与境外“蛇
头”李某勾结的内地“蛇头”罗某频繁联系余某等
人，企图从德宏州盈江县边境运送中国籍人员非法出
境。2月27日，一辆开往边境的可疑货车引起专案组
注意。在罗某的引带下，当藏匿边境某处的外籍引带
人员余某正准备登车带领企图偷渡出境人员转移时，
民警果断采取行动，迅速控制“蛇头”罗某、余某等
偷渡团伙骨干成员，成功抓获非法出境人员4人，扣
押涉案车辆3辆。

针对长期藏匿于境外的“蛇头”李某，国家移民管
理局将其列为“捕蛇”行动重要目标挂牌追捕，于 4 月
16日成功将李某抓获归案，并于4月30日移交回国。

目前，专案组经过延伸侦查和 30 余次全链条打
击，先后抓获组织、运送者85人，捣毁窝点9个，查获偷
渡人员 172人，查扣涉案车辆 47辆，串并侦破走私、赌
博、电信网络诈骗等案件 3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66
人，查扣、冻结涉案资金1000余万元。

据新华社电 科学家利用孢粉数据研究发现，
我国东部植被大规模的扰动和改造可追溯到距今
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持续且不断增强的土地利
用显著降低了植物多样性和植被景观多样性。这
一发现也表明，我国东部土地利用格局可能早在
秦汉时期已现雏形。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
曹现勇联合首都师范大学副研究员田芳等国内外
合作者共同完成，相关成果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

《全球变化生物学》发表。
我国东部地区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业起源地，

农作物驯化和栽培历史可追溯到全新世 （距今
11500 年前至今） 初期，然而人类土地利用对植
被显著影响的开始时间及强度等尚存在不确定
性。此项研究中，科研人员通过分析我国全新世
地层孢粉组合与现代表土孢粉组合的相似性来寻
求答案。

孢粉是植物孢子和花粉的总称。不同科属孢
粉粒的外壁纹饰以及萌发器类型存在差异，可用
于识别其母体植物。因此，不同的孢粉组合能够
代表不同的植被群落，成为研究古植被景观的一
把钥匙。经过一代代孢粉学家的努力，我国已积
累了大量的地层和现代孢粉数据。

“我国当前的人口密度和生产力水平比过去
任何时期都要高，人类活动对现代孢粉组合的影
响也是最强的。对比地层孢粉组合与现代孢粉组
合的相似性，就可以识别出人类活动对植被影响
的强度。”曹现勇说。

研究结果显示，距今 11500 年前至距今 2000
年前期间，我国东部地区仅有约 50%的地层孢粉
组合可以匹配到相似度高的现代孢粉组合，这一
比例在距今 2000 年前之后快速升高并达到 80%，
表明在这一时期，先民土地利用开始对植被产生
了大规模影响。

曹现勇表示，秦汉时期以来，农业发展扩
大了对植被破坏的范围和强度，农田和次生林
等人类改造的植被景观逐步代替由多种多样树
木为主的森林景观，削弱了我国东部植被的纬
度地带性差异。今后应加强生态保护，提升植
被景观多样性。

（记者张泉）

潜藏境外“蛇头”落网

国家移民管理局“捕蛇”行动再添战果

再添战果 新华社发 王鹏作

研究表明：

我国东部土地利用格局
或在秦汉时期已现雏形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6.7%，降幅比上月收窄 4.4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国内零售业受到疫情冲击影
响。承压前行，广大零售企业如何求生存、求创
新？政策如何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近期，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全国多地
陆续发放餐饮、零售等消费券，提振线上线下消
费。

北京发放“绿色节能消费券”，可购买符合条
件的 21 类绿色节能产品；成都发放金额共计 1.6 亿
元的数字人民币线上消费券；浙江统筹发放汽车、
家电、餐饮住宿等各类消费券……

“消费券对我们的销售提振效果很明显。”卜蜂
莲花湖南区域总裁宋华松说，6 月以来，平台发放
消费券带动线上销售额实现同比超250%的增长。

今年以来，零售、餐饮等聚集性消费受到疫情
冲击，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稳住经济大盘政策举措
中，多项政策着眼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的公告，
自今年 7月 1日起，批发和零售业等 7个行业企业，
将纳入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
退还存量留抵税额的政策范围。

“实体零售作为聚集性消费的代表，受疫情影
响最直接，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生存压力。今
年以来，促进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聚焦痛点，

助力企业恢复元气。”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马彬说。

政策减负增“氧”，零售企业也在积极求新求
变，“逆风”谋发展。

从传统菜市场到生鲜超市，再到如今便民生活
广场等多场景覆盖，近两年来，北京金瀛广联鲜 e
家超市不断探索新的经营模式。

鲜 e 家负责人丛子斌说，企业积极引入洗牙、
干洗、维修等项目，升级打造“零售＋服务”的便
民生活中心。疫情期间，门店客流受到影响，企业
通过线上小程序、微信群团购等方式，向周边社区
接单配送。“只要不放弃，办法总比困难多。”

疫情给实体零售带来巨大冲击，面对困境，
“云”上转型成为不少零售企业的新选择。

“3、2、1，上链接！”在银泰百货杭州武林店
的一家服装专柜，导购正在直播镜头前向顾客展示
服装细节。

银泰百货负责人告诉记者，面对疫情带来的
不确定性，商场联合品牌积极进行新零售转型，
先后已有超 6000名导购变身新零售主播，5月导购
直播销售额同比增长 2.7 倍。企业还在全国 20 多个
城市推出“mini 云店”等新业态，激活下沉市场
购买力。

刚刚过去的“618”购物节，抖音电商通过
“产业成长计划”等专项资源，助力商家复产增

效，抖音商城场景带动销量同比增长 514%，参与
“618”活动商家数量同比增长159%；京东通过数智
化供应链带动更多中小商家开拓线上市场……

“新兴消费是重要引擎，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占社零总额近四分之一。”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
说，要加快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鼓励发展新业
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壮大定制、体验、智能、时
尚等新兴消费。

线上化、数智化发展，不仅助力零售业在困境
中拓展新空间，也让全行业生产更“智慧”。

在上海盘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
间，冷藏、冷冻、常温食品三条生产线马力全开，
生产区内温度湿度、设备运行、能耗等数据实现24
小时“云”监测。

“预制菜对标准化生产要求很高，实时在线管
理的数智化生产，不仅能保障产品的品质，还能根
据大数据精准设计味型，并实现可查询、可追
溯。”公司董事长伍俊峰介绍，高效的智能生产链
还为企业在疫情期间参与保供提供强大支撑。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蕴说，从制造到
“智造”，更“智慧”的生产端将促进国内市场供给
迈向中高端，未来“智能+”消费生态体系的加快
构建，将推动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支撑。

（记者王雨萧、阳娜）

政策添动力“云”上育新机
——零售业纾困转型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