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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11日电 记者
11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为妥善审理
涉彩礼纠纷案件，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关
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
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人民法院在审理
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综合双方当地
民间习俗、给付目的、给付的时间和方
式、财物价值大小、给付人及接收人等
因素，认定彩礼范围。

根据征求意见稿，未办理结婚登记

但双方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
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
共同生活时间、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
况、有无孕育子女、双方过错等事实，结
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
具体比例。

最高法公告称，为广泛听取社会各
界意见，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现通
过最高人民法院政务网、中国法院网、
人民法院报等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
次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23年 12月
26日。

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新华社上海12月11日电 教育部
11日在上海召开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教
学改革座谈推进会。记者从会上获悉，
我国已累计培养1100多万研究生。目
前，我国有117个一级学科和67个专业
学位类别，全国范围内布局了1.9万多
个学位授权点。进入新时代，全国780
多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向经济社会发展
主战场输送了60多万名博士和670多
万名硕士。2022年，在学研究生人数达
365万。

据介绍，近年来，数理化生等基础
学科得到加强，理工农医类博士点、硕
士点在全部博士点、硕士点的占比分别
稳定在70%、50%左右。同时新增了量
子科学与技术、先进能源等39个目录外
一级交叉学科点和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等6196个目录外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

点，增强研究生教育对科学前沿和关键
领域的支撑能力。

出台《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
等制度、每年10余万人次导师接受专门
培训、打破学位授权点“终身制”、加大
学位论文抽检力度……近年来，导师指
导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学位论文质量
持续提升，更高水平的研究生培养体系
加快建设。学位点授权、招生、培养、评
价等关键环节统筹联动，推进学术学位
和专业学位分类发展。

教育部提出，在3年内培养一批厚
基础、实战型、能集中解决企业最急迫
技术难题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加快布
局社会需求强、就业前景广、人才缺口
大的学科专业，优化学科专业的区域布
局。深入研究AI技术对研究生教育教
学的影响，做好政策和技术储备。

新华社南京12月11日电 记者日
前从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近年
来，由于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太湖
鱼类恢复明显，水生生物多样性水平持
续提高，观测到的野生鸟种类和数量也
在增加。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运用环境
DNA技术初步统计，2023年太湖湖体
检出鱼类58种，24个测点平均鱼类物
种检出数达23种，较2020年单点检出
物种数实现“翻番”。“太湖三白”中的白
鱼在几乎所有测点均有检出。全湖检
出白鱼3种，为红鳍原鲌、蒙古鲌、翘嘴
鲌；检出银鱼2种，为太湖大银鱼和太湖
新银鱼。

水生生物多样性水平提高。据初
步统计，太湖2023年监测到底栖动物、
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310余种，多样性

指数持续增加，较2020年增长约0.5，处
于良好水平。底栖动物中，螺、蚌等清
洁水体的指示物种数量显著增加。重
点保护物种中国淡水蛏的分布范围不
断恢复，全湖主要湖区均有检出。

此外，太湖观测到的野生鸟种类和
数量持续增加。2020年，在东太湖围网
拆除区域调查记录到鸟类7目19科32
种，2022年调查记录到鸟类11目30科
56种。其中，新发现的鸟类有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脸琵鹭，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琵鹭、红隼、小鸦
鹃、白腹鹞等。

“人为干扰减少和自然湿地恢复为
鸟类多样性保护提供良好条件，今年还
在东太湖持续观测到青头潜鸭、小天
鹅、鸳鸯等重点保护野生鸟类。”江苏省
环境监测中心生物部负责人蔡琨说。

10日起，华北、黄淮等地迎来今冬
首场大范围降雪。面对寒潮降雪对交
通、供暖、供电等带来的影响，北京、山
东、河南等地相关部门“闻雪而动”，积极
加强道路清雪、供暖保障、电力抢修等工
作，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信息，10日
以来，华北、黄淮等地出现中到大雪，局
地暴雪或大暴雪，新增积雪深度3至8厘
米，部分地区超过10厘米。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及时清除道路积雪，方便车辆和
群众出行。

10日下午3点，山西省太原市的循
环清雪除冰工作已经开始，工作人员连
夜清理积雪直至11日。记者11日上午
看到，太原主要干道交通畅通。在太原
市尖草坪区的摄乐桥上，太原城管的工
作人员抄起雪铲，将桥头匝道上的积雪
铲至匝道两侧。

“这些已经被碾压过、开始融化的雪
得立刻铲到旁边去，不然就会结冰，对于
行驶中的车辆来说非常危险。”太原市城
乡管理局环卫中心工作人员李云鹏一边
铲着被压实的积雪，一边对记者说。

11日早高峰，作为保障北京中小学
生出行的民生线路，北京通学公交车迅
速启动降雪天气应急预案，提前发车，并
加强车厢内保洁清扫。记者从北京公交

集团获悉，北京通学公交车40条在运线
路全部照常发车，保障小乘客安全、舒适
到校。

大范围降雪对铁路行车也造成不同
程度影响。记者从北京西站了解到，今
明两日北京西站管内将停运 26 趟列
车。该站启动除雪应急预案，开启电热
道岔融雪装置，在进站口铺设防滑垫，在
电梯口、站台等重点区域增加人员引导
和安全广播提示，保障旅客乘降安全。

国铁太原局、郑州局在客流较大车
站加派工作人员，确保候车室、站台旅客
乘降、进出站安全有序，并与当地交管部
门建立信息直通渠道，实行公交、出租车
与列车到达情况动态对接，避免旅客长
时间、大面积滞留。

为应对寒潮降雪天气对农业生产特
别是设施农业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多
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下发通知，要求切
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目前大棚蔬菜没有灾情发生。为
了预防低温冻害，我们已经提前采取了
很多措施，设施农业项目基本都做好了
预防。”河南省商丘市睢县农业农村局农
艺师王占峰说。

在山东省寿光市纪台镇孟家长友合
作社，降温降雪并没有影响蔬菜销售热
度，外地运菜车停得满满当当。“从早上4

点就开始交易了，交易量已经超过1万
斤。”合作社负责人孟长友说，交通也很
顺畅，蔬菜运输基本不受影响。

据了解，目前寿光有在田蔬菜近30
万亩，处于采摘集中上市期，蔬菜长势良
好，每天交易量5000至8000吨，寒潮降
雪天气未对物流造成明显影响。

群众家里暖不暖、关键场所供电是
否安全等，也是各地相关部门关注的重
要环节。

作为山东省单体规模最大的黄河滩
区迁建工程，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孝里街
道的孝兴家园社区2021年实现集中供
暖，这两天室内温度普遍保持在22至24
摄氏度。

“为保障社区供热，我们安排工作人
员24小时在后台紧盯运行数据，一旦发
现问题立即反馈解决。”山东齐燃供热有
限公司孝兴家园项目经理李杰说，早在
两周前他们就将配件采购齐全，保障小
问题半小时内解决，特殊情况两小时内
恢复。

为应对寒潮降雪天气，国家电网延
安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对全市大负荷供电
线路及重要设备进行巡视检查。“公司
1000余名抢修人员携150辆抢修车、10
辆应急发电车、60余台便携式发电机全
时待命，全力保障关键场所供电和群众

温暖过冬。”国家电网延安供电公司总经
理贺鸿祺说。

国网山西超高压输电公司运检三
分部的王洋 11 日早上 6 点就出门巡
检。“雪天高压线路上易产生覆冰，严重
的话会出现倒塔、断线事故。为了保障
主网供电安全、线路运行安全和居民用
电，我们需要对线路的覆冰情况进行实
时监测，同时汇报线路和每基杆塔周围
环境的温湿度和风速，一旦发现情况及
时上报、检修。”

国网北京电力做好集中供暖供热厂
锅炉房、医院学校养老院、“煤改清洁能
源”用户等6类供暖客户的供电服务保
障，及时了解掌握供暖客户供电设施运
行状态。其中，针对136万“煤改清洁能
源”用户，组织各单位与村委会、居委会
等协同开展“网格化”服务保障，驻村客
户经理24小时响应客户诉求，主动开展
上门服务。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中东
部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雨雪天气，华北、黄
淮、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暴雪、
雨雪冰冻风险高；14日起还将有一次寒
潮天气过程影响我国中东部。专家提
示，要重点关注天气对交通运输、农牧业
生产、能源保供等带来的影响，公众需注
意防寒保暖。

寒潮降雪来袭 多地多措并举保民生
□新华社记者

12月11日，与会
嘉宾共同启动第四届

“我们的声音上太空”
科普活动。

当日，第四届“我
们的声音上太空”科
普活动在北京中国航
天博物馆正式启动。

“我们的声音上太空”
大型科普公益活动至
今已举办三届，活动
旨在弘扬航天精神，
传播航天文化，启发
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
创新和探索热情。

□据新华社

我国已累计培养1100多万研究生

太湖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