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象群距昆明3公里
誘食圍擋「勸返」暫無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雲南報道） 一群原本生活在西雙版納的亞洲

野象群，從4月起一路北上，徑直向着雲南省會昆明進發（香港文匯報5月31

日A20版以《雲南野象逛吃團 北遷進城自由行》為題，進行了專題報道）。

近日來，15頭野象的行蹤受到各方密切關注，截至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稿時，

象群停留在了距離昆明大約只有3公里的地方。民眾對大象此次「遠足」的關

注，從一路調侃轉向了更為理性地如何讓大象回家，而當地及相關部門也是

想了各種辦法，連連出招，希望能最大程度地護得「人象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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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何避免大象接近？
A：●在房屋前面的院子裏，不要晾曬玉米、

存放食鹽等亞洲象喜食的農作物、食物。
●必要的時候提前撤離。

Q：如果大象進了屋，怎麼辦？
A：●盡可能找到安全的區域躲避，不要慌

亂，找到時機盡快打電話求助。

Q：如何避免引起大象的攻擊？
A：●不要穿顏色鮮艷亮麗的衣、褲、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2日召開
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發市場主
體活力電視電話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發表重要講話。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主持

會議。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胡春華、劉鶴，國
務委員魏鳳和、王勇、肖捷、趙克志出席會議。

把宏觀與微觀緊密聯繫起來
李克強說，去年面對多重嚴重衝擊，我們統籌

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直面市場主體需求，
創新實施宏觀政策，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
優化服務改革，助企紓困與激發活力並舉，對穩
住就業和經濟基本盤形成有力支撐。今年中國經
濟總體延續穩定恢復態勢。當前國內外環境依然

複雜嚴峻，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為指導，落實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
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
要求，繼續圍繞市場主體關切，有效實施財政、
金融、就業等宏觀政策，把宏觀與微觀緊密聯繫
起來，深化「放管服」等重點改革，助力市場主
體進一步恢復元氣、增強經濟發展動力，保持經
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為今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李克強指出，市場主體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

量。「放管服」改革適應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體制需要，順應了人民群眾就業創業需要，着眼於
培育市場主體、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市場
主體發展壯大，成為支撐就業的「頂樑柱」、創造
財富的源泉。要繼續把市場主體的痛點難點作為發
力點，一體推進「放管服」改革，進一步為市場主

體放權賦能，減少不當干預，加強公正監管，促進
公平競爭，優化公共服務，讓人民群眾敢於創業奮
鬥，讓市場主體敢於創新發展。

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
李克強說，營商環境是市場主體生存發展的土

壤。要以「放管服」改革為抓手，持續打造市場
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市場化方面要力行簡
政之道，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破除束縛企業
發展的不合理障礙，讓市場主體准入退出更便
捷，促進市場新陳代謝；創新和完善市場監管，
對各類市場主體一視同仁，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
爭，保護市場主體特別是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
合法權益和發展空間，堅決守住質量和安全底
線；推進政務服務優化，用制度和技術辦法讓市

場主體依規辦事不求人成為常態。法治化方面要
建立健全營商環境法規體系，完善產權保護制
度，嚴格規範公正文明執法。國際化方面要堅持
擴大開放，加強與相關國際通行規則對接，抓住
簽署加入RCEP的契機，推動在貿易投資自由化
便利化、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實行更高標準規
則，在制度型開放上邁出更大步伐。

李克強強調，「放管服」改革是刀刃向內的政
府自我革命，各地各部門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強化改革擔當，發揮中
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調動各方面力量，為市場
主體和人民群眾辦實事解難題，不斷提升他們
的獲得感。
稅務總局、市場監管總局和河南省

政府主要負責人發了言。

李克強：讓市場主體依規辦事不求人成為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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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大象怎麼辦？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關鍵詞包括：冷靜！躲避！勿驚嚇！

●狗叫聲容易引起大象攻擊，在大象有可
能出沒的區域，盡量不要將狗留在家中。

●大象喜歡在夜間活動，夜晚盡量不要外出。

Q：如果在路上遇到大象怎麼辦？
A：●冷靜聽從監測員指揮，及時避讓，不要

衝卡，注意安全。
●至少保持300米以上的距離，千萬不能
圍觀挑逗、戲弄亞洲象。

●禁止用鞭炮、禮花彈等惡意驅趕亞洲象。

如何讓象群順利
回家，是目前的一
個難題，民眾猜測
最多的方法之一就
是將其麻醉後，運

回西雙版納，專家指出，理論上這個
方法可行，但操作起來很難。

中科院動物所國家動物博物館副館
長張勁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表示，

這15頭大象是一個群體，如果麻醉這
麼大的群體，很可能在麻醉其中一頭
的時候，就激怒其它象，這是極其危
險的。同時麻醉的方式，對於大象的
生命也具有一定危險性，所以這一方
案實施起來難度很大。

據了解，當前大家的共識是，通過
攔截，食物引導的辦法，從方向上引
導、誘導亞洲象，往普洱版納方向移

動。同時也有專家認為，人類不應該
粗暴地阻攔這些亞洲象遷徙，可以通
過一定的引導，使牠們避開城市、村
鎮，減少人與動物的接觸，減少損
失。而讓象群在自然情況下完成北上
遷徙後，觀察牠們是否會返回，或許
這可能是一種亞洲象歷史上從未被記
載的新的遷徙模式，具有研究價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雲南報道

「為何不能麻醉象群送回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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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人員在路口放置大象喜歡的食物。 網上圖片 ●大貨車堵路防止大象通過。 網上圖片

●象群正在渡河。 網上圖片

這個由15頭亞洲象組成的象群自4月份開
始，由棲息地西雙版納開始一路北上，

此前因為屬常見的象群遷移，沒有引起大家太
多的關注，直到5月29日，象群出現在離省會
昆明只有100公里的地方。
如果象群繼續北進，到達村莊、人員都更為

密集的城市，那麼將會帶來嚴重的安全隱患。
相關部門及專家開始想辦法希望「勸返」象
群。
據了解，相關部門對象群進行了24小時不
間斷監測，而據監測顯示，象群並沒有返回的
跡象，5月31日17時30分，15頭亞洲象繼續
向北遷移至玉溪市紅塔區，此時距昆明市晉寧
區邊緣只20公里。根據專家分析研判和象群
活動軌跡，象群有繼續北遷的趨勢，極可能進
入昆明市晉寧區、安寧市轄區。6月1日上午
的監測顯示，象群繼續在玉溪市紅塔區的一片
林區，並且在距離昆明轄區10餘公里處徘
徊。6月2日上午，象群已經來到離昆明晉寧
區不足5公里的地方，消息稱有可能當天下午
就會進入昆明轄區。
為了延緩象群的前進速度，甚至藉機引導牠

們折返，工作人員在大象有可能經過的路口大
施「美食計」：在玉溪大河岔路口，放置了香
蕉、玉米、菠蘿等近4噸食物。這一措施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5月31日晚間，大象在美食的
誘惑下，走到了引導牠們去的路上。不過這次

之後，大象並沒有如人們希望的那樣折返回
家。
一路上人們還想了各種方法，玉溪當地政府

提前在大河河中用石頭鋪成一條通道，象群在
玉溪大河邊「吃飽喝足」後，1日晚上7點多
走通道過河進入林區。

備食18噸 投餵16噸
此外，在象群可能經過的河道，動用了挖土

機等大型機械進行堵截，在河道內，還設置了
有脈衝射電的電線，據了解，脈衝射電不會傷
害到大象，只會讓它覺得難受，希望象群能因
此選擇繞道回家。
據不完全統計，現場指揮部前後共投入應急

處置人員及警力360餘人次，出動警車、渣土
車76輛、挖機5台、無人機9架，儲備亞洲象
食物18噸，投餵16噸。

24小時不間斷監測
連日來，雲南省林草局的專家和應急人員通

過24小時不間斷監測研判和象群的遷徙路線
及時發布預警，在象群可能經過的路段實施道
路管制、人員疏散、投食誘導、隔離圍擋等應
急措施。通過這些，目前，使象群未進入兩側
人口密集的玉溪市紅塔區主城區以及洛河鄉政
府駐地，確保了人民群眾生命安全。
昆明市目前已經做好了防範和預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教育部昨日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
2020年中國語言文字事業發展狀況和語
言生活狀況，並發布了系列語言生活皮
書，其中一份報告提出，要加強大灣區
的普通話推廣，香港應在法律上明確普
通話與簡化字的地位、將普通話教育適
度融入考評體系、粵港合作推進普通話

教學等具體建議。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
向教育部港澳台辦公室查詢，得悉有關
建議為廣州大學客座教授郭熙的團隊提
出的學術意見。
據了解，上述《報告》是在國家語委指

導下，由國家語委科研中心國家語言服務
與粵港澳大灣區語言研究中心依託廣州大
學的團隊編寫而成。《報告》主要分為區

域語言政策與語言生活、科技產業語言狀
況、交通體系語言狀況、生活服務語言狀
況、行政司法語言狀況這五個部分，分區
域、分領域地介紹了粵港澳大灣區當下的
語言生活狀況。《報告》指出，粵港澳三
地還需進一步做好語言政策規劃，加強語
言與國家認同，挖掘語言資源紅利，做好
語言能力和語言服務建設，以更好地服務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國兩制」事業發
展。
香港教育局接受查詢時表示，香港的語

文教育政策，是要培養學生擁有「兩文三
語」(即中、英文，粵語、普通話及英語）
的能力，以提高香港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同時加強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和連繫，促進
持續發展。香港中小學設有普通話科，所
有學生均須修讀，課堂以外，學校也重視
語言環境的營造，開展各種各樣的課外活
動。

教育局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對
香港的未來十分重要。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能充分發揮香港人才的優勢。港人
在大灣區升學、就業或生活均需要與內
地銜接，包括作為溝通工具的語言和文
字，都要有充分的掌握。就此，除了學
校的課程及評估之外，教育局亦正加強
「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姊妹學校計
劃」及相關活動，例如「粵港姊妹學校
經典美文誦讀比賽」，促進學生學習的
興趣和成效。

學者倡加強大灣區普通話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