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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4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月15日以视频方式向《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高
级别会议开幕式致辞。

习近平将向《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第二阶段高级别会议开幕式致辞

新华社加拿大蒙特利尔12月13日电（记者 黄
垚 史霄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13日在
加拿大蒙特利尔表示，将通过高级别会议凝聚共识，
解决一些突出的关键难点议题。预期到17日第二
次进程盘点时，除少数关键元素外，第二阶段会议最
重要的标志性预期成果“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简称“框架”）将高度完善。

黄润秋当天在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第二场大
会主席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会议进程过半，经与各
方商议，已为推进“框架”达成制定了清晰的路线
图。截至10日第一次进程盘点，会议已通过一批重
要但争议较少的议题决定，约占会议全部决定的三
分之一。12日至14日，将对“框架”关键议题形成升
级版草案，仅留下需要高层政治推动的议题以及和
其他议题相互关联的议题。

据介绍，截至目前已有155个缔约方、2个观察
员国的 167 位部长级代表确认出席 15 日至 17 日举
行的高级别会议，同时71个国际组织和机构的高级
代表确认参会，118位部长和35位国际组织负责人
确认在高级别会议上发言。

黄润秋表示，召开部长级高级别会议对大会
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部长们的发言和承
诺，有助于凝聚起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治共
识。同时，谈判磋商在技术层面留下不少难题，
这些问题非常复杂且关键。“我们相信政治家的
决断力，相信他们能找到答案，我们将请他们加
入到磋商中来，共同推动这些关键难点议题的达
成。”

谈到什么样的“框架”才能被视作成功，黄润秋
说：“我认为不仅要看我们谈成多少，关键要看我们
今后能实现多少，这两方面都得考虑。”他表示，作为

主席国，中方希望本次大会达成的所有目标和承诺
各方能够接受，并且经得起时间检验。这样在2030
年进行盘点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
能切身感觉到目标和承诺都已实现，这才算真正的
成功。

他认为，要实现这一点关键在于兼顾“框架”的
雄心和务实平衡，具体表现在：一是能否建立与“框
架”目标相适应的资源调动体系，包括资金、技术、能
力等方面；二是能否确保“框架”得到有效执行，包括
规划、报告、国别审查、全球审查、广泛参与及为发展
中国家提供必要支持等；三是能否调动广大缔约方
和利益攸关方全面参与，平衡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

黄润秋呼吁，各缔约方还需拿出更大勇气、智慧
和决心，充分展现诚意、灵活和包容，缩小差距、弥合
分歧、相向而行，推动达成最终目标。

COPCOP1515 主席黄润秋主席黄润秋：：将通过高级别会议解决关键难点议题将通过高级别会议解决关键难点议题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记者
陈旭）记者14日了解到，经北京市医
疗保障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北京普惠健康
保项目组共同研究决定，向2023年
度“北京普惠健康保”参保人赠送新
冠病毒保障责任，赠送对象为 2023
年度“北京普惠健康保”被保险人，
新冠病毒赠险的保障期为2023年1
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参保人
无需再额外支付保费或提供参保手
续材料。

根据保障方案，在保障期内被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
澳门和台湾地区）二级（含）及以上
公立医院或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定的
法定传染病诊治定点医院确诊为新
冠病毒传染病重型或危重型的，保
险人一次性给付保险金2万元，对该

被保险人的该项保险责任终止，确
诊标准将依据国家卫健委指南进行
实时动态调整。

根据扩展后的保险责任，新冠
病毒传染病重型和危重型确诊标准
以二级（含）及以上公立医院或卫生
健康委员会指定的法定传染病诊治
定点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病历、出
院小结等为准。并参考《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
中相关界定标准，如有更新将以最
新版为准。

据悉，北京银保监局近日印发
《关于加强金融支持复工复产相关
工作的通知》，加快开发涵盖新冠病
毒传染病相关员工医疗等保障责任
的保险产品。2023 年度“北京普惠
健康保”扩展新冠病毒保障责任也
是推进落实政策的一项举措。

北京补充医疗保险“北京普惠健康保”
出台新冠病毒危重症保障

12月9日，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商用遥感卫星星
座“吉林一号”又有8颗卫星进入太空。迄今为止，83
颗卫星组成了我国规模最大的商用遥感卫星“天团”。

重量从400多公斤到20公斤，成本从每颗千万
元级到每颗百万元级……历经8年时间，通过长光
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人员不懈努力，“吉林一
号”卫星发生大变化，离不开两个成功密码。

密码一：实现载荷平台融合技术。长光卫星党
委书记、副总经理贾宏光介绍，2015年升空的首组4
颗卫星，就跨过了传统的“平台加载荷”设计方式，采
用星载一体化技术。“平台加载荷”模式中，载荷和平
台界限分明，载荷要根据平台的设计调整，卫星的重
量、体积难以灵活安排。星载一体化增加了载荷设

计的灵活性，重量、体积可通过设计进一步下降。
这还远远不够，随着技术进一步升级，卫星实现

了载荷平台融合技术，使更多部组件可共用一个处
理器，节省很多空间。过去很多执行单一结构功能
的部组件被赋予更多功能，比如相机遮光罩还能作
为整星承力结构组件发挥作用。空间节省后，卫星

“体重”大幅降低，此次发射的“吉林一号”平台01A
星重量仅有20公斤。“重量降低，火箭运载成本随之
减少。”贾宏光说。

密码二：从单星研制到批量生产。长光卫星综
合电子研究室主任邹吉炜说，过去采用单星生产模
式，整个研发队伍全部围绕一颗星的各项工作从事
研发、组装、实验等任务。如今，卫星开始批量化生

产。“过去在卫星系统测试环节，1颗星需要两个人、
两个月完成，如今6颗星并行测试，一个人、一个月
即可完成，效率提升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邹吉炜
说，“今后像造汽车一样造卫星已不是梦想。”

逐渐庞大的卫星家族被赋予更多应用场景。
它们活跃在农业生产领域，提供长势分析、墒情分
析和受灾情况判断；它们受命于林业领域，在林业
资源分布与变化监测、森林火灾预警与监测、森林
病虫害监测等方面大显身手。交通建设、文化旅
游、应急防灾……随着时间的推移，“吉林一号”星
座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将越来越近。

（记者 孟含琪 张建 王帆）
新华社长春12月14日电

“吉林一号”研发背后的科技力量

危重症保障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