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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26日电 第十
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即将于27日闭幕，

“十四冬”开闭幕式总导演杨嵘在26日
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闭幕式
是“十四冬”的结束，但也意味着一个新
的开始，更是对大家的邀约，邀请大家再
来内蒙古。

杨嵘介绍说，闭幕式依旧秉承简约、
安全、精彩的理念，主要分为仪式和文艺
展演两部分。其中，仪式部分还包括下
一届冬运会举办地的展示环节。

据介绍，整个闭幕式共有266名演
员参与，上台演出506人次。文艺展演
部分精心选择了四个节目，分别展现内
蒙古的北疆文化和亮丽风景，表达对志
愿者的感谢，再度演绎“十四冬”主题曲
《新的起点》，全体演员共同唱响《我和草

原有个约定》。
“十四冬”开闭幕式执行制作人吴

敏表示，“十五冬”的城市展示节目《冬
韵山海间》由45名演员出演，时长约6
分40秒，融合了辽宁的地方特色，非常
值得期待。

“十四冬”开幕式有很多当地的儿童
和青少年参与其中，这也给很多人留下
了深刻印象。杨嵘表示，这是一种非常
好的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这
些孩子们在学习和排练时，就是对这些
文化的认知和学习的过程；当他们在舞
台上尽情表演时，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展示。希望他们有了这次经历
后，今后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杨
嵘说。

国家体育总局：“十四冬”
生动体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丰硕成果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
主任于海燕26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是冰雪运

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实施、“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丰硕成果的生动体现。

“十四冬”是北京冬奥会后首次举
办的全国冬季项目综合性体育赛事。

“十四冬”首次设置群众比赛项目，所设
的越野滑雪和滑冰都是群众喜闻乐见、
参与度高的冬季项目，覆盖各年龄段人
群，体现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厚度以及
群众冰雪运动的整体水平，将激发越来
越多人参与冰雪运动，推动冰雪运动从
小众走向全民、从地区走向全国、从冬
季变为全季。

于海燕表示，“十四冬”举办恰逢春
节和寒假，无论是到现场还是在电视机
前，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十四冬”再次感
受到冰雪运动的魅力。“这也将进一步激
发更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关注冰雪运动、
喜爱冰雪运动。”

目前，作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核心发展区域，京津冀地区以北京冬
奥会为契机加快协同发展，在赛事活动
举办、冰雪场所利用、冰雪爱好者组织等
方面深度融合，全民冰雪氛围浓厚；黑龙

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等冰雪运动
重点发展区域创办了一系列群众性冰雪
赛事活动和冬季旅游节庆品牌，推动冰
雪运动和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南方地区借助经济发达、科技进步的
优势，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地开展群众冰
雪运动，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冰雪
运动需求。

现阶段，我国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
在群众冰雪运动发展模式上有较大区
别，北方地区更偏向“发烧友”市场，冰雪
场地设计更为专业；南方地区则以家庭
游体验为主，冰雪场地设计在兼顾专业
的同时，更注重群众体验。

于海燕表示，正是由于这种差别，
让更多南方地区冰雪爱好者在雪季“北
上”，形成冰雪运动“南客北上”的大趋
势。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
不断发展，以及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
进’战略的深入实施，冰雪运动场地设施
已遍布我国南方地区，冰雪运动的热度
和参与度在南方不断提升。”于海燕说。

“十四冬”今日闭幕
总导演：闭幕式是开始，也是相约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2月26日表示，菲律宾方面近来在黄
岩岛海域采取一系列侵犯中国主权
的行为，中方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媒
体报道和卫星图像显示，中方近期在
黄岩岛的潟湖入口处再次放置屏障。

你能否证实？放置屏障目的为何？屏
障是否可能成为永久固定设施？

毛宁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
土。“近来，菲律宾方面在黄岩岛海域
采取一系列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中
方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
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新馆（无人机照
片）。

←这是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新馆内展出
的“司母辛”铜鼎（左上）、“亚长”铜觥（右上）、
“亚长”牛尊（左下）、“亚长”铜钺（拼版照片）。

新华社发

首个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国家重大专题博物馆——

殷墟新馆，来赴这场“千年之约”
新华社郑州2月26日电 河南安

阳，洹水之滨。一座青铜色的博物馆大
气庄重，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望
——这是殷墟博物馆新馆。2月26日，
这里正式面对公众开放，这是首个全景
式展现商文明的国家重大专题博物馆。

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
可考、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
代晚期都城遗址。1928年10月，位于
安阳市西北郊的小屯村，考古学家董作
宾在此挥出第一铲，中国考古人科学发
掘殷墟的序幕就此拉开。90多年时光
倏忽而过，今天，这片土地上文明的过
往与辉煌再次浓墨重彩地呈现在世人
面前。

这是一场与商文明的千年之约。
青铜器、陶器、玉器、甲骨……约2.2

万平方米的展厅内，近4000件套文物令
人目不暇接。展陈文物数量之多、类型
之全，都是商代文物展览之最。它们静
默无声，却生动而鲜活地“讲述”着“商”
是一个何等伟大的文明。

在新馆一楼车马遗迹专题展厅内，
考古工作者正在仔细清理殷墟遗址出土
的马车实物标本。1000多平方米的展
厅内，集中展示了殷墟出土的23辆马
车。

手铲微微倾斜，轻轻刮落表层泥土，
再用竹签沿着土层纹路慢慢清理，最后
用刷子扫去表层浮土，一个清晰的车轮
遗迹便在考古工作者手中显露出来。这
场开在博物馆的“考古公开课”载着游客
穿越3000年时光，一窥当年“车辚辚，马
萧萧”的壮阔景象。

新馆三楼，110余片首次展出的甲
骨记录了一位商朝小王子的生活日常。
考古工作者推测“子”是商王武丁和王后
妇好的儿子，是一位热衷于占卜的问卜
者。其中一条“子其疫，弜往学”的卜辞，
引起了许多游客的兴趣。

“这条卜辞记录着‘子’入学后有一
日生病，但又不敢旷课，于是他就占卜，
这次的疾病是否严重？我是否能去上
学？”殷墟博物馆讲解员胥怡雯说，这条
卜辞被称为“3000年前的请假条”。

90多年的考古成果积淀之下，商，
不再只是《史记》中3000余字的记载。
它有血有肉、真实而立体，中华文明连续
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蕴藏
其中。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回望过去
的2023年，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馆，古
蜀文明之光辉煌灿烂，目之所及、皆是惊

叹；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遗址考古取得
新突破，彰显出良渚文化在我国新石器
时代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南海
西北陆坡沉船遗址等水下考古项目成果
将一段段写在深海之下的历史与记忆进
一步廓清……

鉴往知远，行之愈坚。
“殷墟博物馆新馆的建设，致敬殷墟

90余年的丰硕考古成果和一代又一代
的考古学家，致敬中国考古学百年辉
煌。”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说，
大量精美绝伦的文物，从不同的角度展
现出3000多年前青铜文明的鼎盛面貌，
也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商代巧夺天工的技
术工艺。

千年之约，不仅是展厅中的风景，更
是静水深流的力量。开馆当天，从四川
远道而来的游客郝明宇刚刚走出展厅，
就对记者感慨道：“不得不说，我可能并
不了解这些文物，但走近注视它们时，没
有人能抵挡住它们的魅力。”

“为中华文明点赞！”“感觉能在里面
泡一天”“列入我的旅游目的地清
单”……许多游客这样在网上给博物馆
留言。

目前博物馆已经具备了面对公众
开放的条件，但相关的工作远未结束。

“我们将加快推进以车马坑为代表的土
质文物保护与展示工作，进一步加强殷
商文化的研究与阐释，及时展示最新考

古发掘及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所长、殷墟博物馆馆长陈星
灿说。

据介绍，原殷墟博物馆建于2005
年，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随着殷墟考
古成果不断丰富，原馆难以满足保护展
示需要。2020年11月，殷墟博物馆新
馆开工奠基。

殷墟博物馆新馆实行预约购票参
观，观众可通过“殷墟博物馆”微信公众
号、官方网站和“殷墟景区”微信公众号
线上预约。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
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你，准备赴这场“千年之约”吗？

中方在黄岩岛潟湖入口处放置屏障？

外交部：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生态
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26日表示，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以来，市场
表现平稳向好。到去年底，累计成交
量达到4.4亿吨，成交额约249亿元。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当天举行
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赵英民
介绍，我国的碳市场由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强制碳市场）和全国温室
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自愿碳市
场）组成，两个碳市场既各有侧重、独
立运行，又互补衔接、互联互通，共同
构成了全国碳市场体系。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选择以
发电行业为突破口，2021年7月正式
开市，已经顺利完成了两个履约周
期，实现了预期的建设目标。目前，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年二氧
化碳排放量约51亿吨，纳入重点排
放单位2257家，成为全球覆盖温室
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

他表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启动两年半以来，总体运行平稳，制
度规范日趋完善，市场活跃度逐步提
升，碳排放数据质量全面改善，碳排
放管理能力明显提升，价格发现机制
作用日益显现。第二个履约周期成
交量比第一个履约周期增长了19%，
成交额比第一个履约周期增长了
89%。碳价整体呈现平稳上涨态势，
由启动时的每吨48元上涨至每吨80
元左右。第二个履约周期企业参与
交易的积极性明显提升，参与交易的
企业占总数的82%，比第一个履约周
期增加了近50%。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今年初开始以来，运行总体平稳。赵
英民说，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目的是鼓
励各类主体自主自愿地采取额外的温
室气体减排行动，产生的减排效果经
过科学方法量化核证后，通过市场来
出售，从而获取相应的减排贡献收益。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表现平稳向好
到去年底，累计成交量达到4.4亿吨，成交额约249亿元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科学
家利用我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
索”（LHAASO），在天鹅座恒星形成
区发现了一个巨型超高能伽马射线
泡状结构，并从中找到了能量高于1
亿亿电子伏宇宙线起源的候选天
体。这是迄今人类能够确认的第一
个超级宇宙线源。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牵头的“拉索”国际合作组完
成，相关成果26日在学术期刊《科学
通报》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

“宇宙线是从外太空来的带电粒
子，主要成分为质子，携带着宇宙起源、
天体演化等方面的重要科学信息。”文
章通讯作者、南京大学研究员柳若愚
说，探究宇宙线起源之谜是当代天体
物理学的重大前沿科学问题之一。

据介绍，“拉索”此次发现的巨型
超高能伽马射线泡状结构，距我们约
5000光年，尺度超过1000万个太阳
系。泡状结构内有多个能量超过1
千万亿电子伏的光子，最高达到2千

万亿电子伏。
“一般来说，产生能量为2千万

亿电子伏的伽马光子，需要能量至少
高10倍的宇宙线粒子。”文章通讯作
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杨睿智
说，这表明泡状结构内部存在超级宇
宙线源，源源不断地产生能量至少达
到2亿亿电子伏的高能宇宙线粒子，
并注入到星际空间。研究表明，位于
泡状结构中心附近的大质量恒星星
团（Cygnus OB2星协）是超级宇宙
线源最可能的对应天体。

“随着观测时间增加，‘拉索’将可
能探测到更多千万亿电子伏乃至更高
能量宇宙线源，有望解决银河系宇宙
线起源之谜。”“拉索”首席科学家、中国
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曹臻院士说。

“拉索”是以宇宙线观测研究为
核心目标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位于四川省稻城县海拔4410米的海
子山。目前，已有32个国内外天体
物理研究机构成为“拉索”国际合作
组成员单位。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截至2
月26日，正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神
舟十七号航天员汤洪波在轨飞行总
时长达到215天，成为目前中国在轨
飞行时间最长的航天员。

汤洪波是我国第二批航天员，也
是我国首位重返中国空间站的航天
员。2021年6月17日，他和战友聂
海胜、刘伯明驾乘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船成功进入太空，实现自己首次飞天
梦想的同时，亲历了“中国人首次进
入自己的空间站”的历史时刻。他们
于9月17日顺利返回地球，在轨驻留
3个月共92天。

2023年10月26日，汤洪波作为
神舟十七号乘组指令长重返天宫，成
为迄今为止执行两次飞行任务间隔
最短的中国航天员，感受了中国空间
站从“一居室”到“三居室”所彰显的
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

截至目前，他和战友唐胜杰、江
新林已经在轨飞行123天，完成了乘
组第一次出舱活动，迎来了天舟七号
货运飞船，开展了大量科学实验与技
术试验，还在太空中度过了龙年春
节、举办了第三届“天宫画展”等，他
们“太空出差”的时间已经过半，汤洪
波在轨飞行的天数仍在不断增长。

自2003年杨利伟叩问苍穹21
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了世界

瞩目的成就，在浩瀚太空留下身影的
中国人达到20位，特别是随着空间
站阶段载人飞行任务常态化开展，我
国在轨飞行时间突破200天的航天
员也达到3位，分别为四巡苍穹的景
海鹏、两度飞天的陈冬和汤洪波。

更令人期待的是，我国载人月球
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目前已全面
启动实施，中国航天员将在浩瀚宇宙
里创造更多纪录。

总时长达到215天

汤洪波成为中国
在轨飞行时间最长航天员

2023年10月25日上午，神舟
十七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汤洪波
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新华社发

我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
确认首个超级宇宙线源

新华社长春2月26日电 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1月，
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241 万辆和
243.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1.2%和
47.9%。一汽、东风、长安、比亚迪、吉利
等中国主要汽车集团销量继续保持较高
增速。车市“开门红”，为全年汽车产业
发展开了个好头。

中国车市产销量已连续15年位居全
球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9年位居
全球第一，出口量去年再创新高……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上
下游产业链条长，对经济带动能力强。近
年来，中国车企产品持续迭代，其高性价
比受到消费者认可。中国车企产销“飘
红”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基础，发展动力强
劲，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有人说，中国车市太“卷”，把车市原
有的秩序打乱了，传统车企与车企新势
力市场争夺战“白热化”，新能源汽车不
断挤占燃油车市场份额，单车利润正在
持续下滑，一些甚至在“赔本赚吆喝”。

问题要两面看，正是这种“卷”，才有
了技术快速迭代和高性价比产品，才有
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全球的“一枝
独秀”，才有了中国车企在全球强大的竞
争力。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变革，中国汽车
产业正牢牢抓住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
等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加快发展。

中国车市“开门红”，释放出中国汽
车出口将延续快速增长态势的信号。1
月份，中国出口汽车44.3万辆，同比增长
47.4%。不少车企出口增速迅猛，中国

一汽海外1月销量同比增长186%；1月
比亚迪出口同比增长247.5%……

可以预见，今年，越来越多的海外消
费者将享受到中国汽车产品带来的不一
样的出行体验。

彩虹和风雨共生，机遇和挑战并
存。近年来，不少中国车企不甘于做廉
价车，顶住压力迎难而上，大力在海外开
拓高端市场，加快实施本地化战略，比亚
迪、奇瑞、上汽等车企的产品在欧洲、东
南亚、中东、拉美等地正在受到越来越多
消费者的认可。

中国车市“开门红”，更释放出中国
市场的“磁吸力”依旧很强的信号。

投资100亿元的华晨宝马第六代动
力电池项目、投资超350亿元的奥迪在
华首个纯电动车型生产基地、德国大众

集团将德国总部以外最大的研发中心落
户中国……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正逐
步把先发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产业优
势、合作优势，这为大众、宝马、奔驰等汽
车巨头在华深化合作、拓展市场提供了
新的机遇。

敞开大门，中国车企正以开放的姿
态与合作伙伴一道，重点在资本、技术、
产品、产业链等方面深化合作，加快发展
新能源汽车产业，并将发展主动权牢牢
掌握在自己手里，努力保持竞争优势。

润物细无声。随着一系列促进汽车
产业发展和消费的“组合拳”加快落实，
中国经济稳健恢复，汽车市场需求增长
势头显著，中国车市今年“开门红”，有望
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复苏
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车市“开门红”

汽车产业能否驶上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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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
将督促各地突出“三类场所”和高层
居民楼等，全面彻底排查整治各类消
防安全风险隐患，集中治理电动自行
车进楼入户等突出问题。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严格矿山、化工等高危企业复工复产
程序和标准，认真落实重大危险源包
保责任制，强化动火、检修维修等特

殊作业管理。持续深入开展安全生
产大排查，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
治，推动监管力量下沉一线，强化明
查暗访、警示曝光。同时，扎实开展
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和
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加强野
外火源管控力度，进村入户开展防火
宣传。进一步加强火点监测预警，推
动指挥、力量和装备“三靠前”，发生
火情坚决“打早、打小、打了”。

应急管理部：

集中治理电动自行车
进楼入户等突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