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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星东大距、半影月食
都在今晚亮相

新华社天津3月24日电
“天宇剧场”3月25日将推出
“水星东大距+半影月食”的
“剧目套餐”。届时只要天气
晴好，当日傍晚，我国公众有
望用肉眼看到平时难得一见
的水星。待水星落下后，晚上
还能看到一轮满月，这轮满月
与2月的年度最小满月相差
无几。

人们在地球上只能用肉
眼看到金木水火土这五颗行
星，其中水星由于距离太阳太
近，常常隐匿在太阳的光辉
里，难以观测到。只有等到水
星与太阳的角距离达最大，即

“大距”时，才是观测水星的最
好时机。

水星大距分为东大距和
西大距，东大距是指从地球上
看，水星在太阳东边，黄昏时
可以尝试观测；西大距是指
从地球上看，水星在太阳西
边，黎明时可以尝试观测。不

论是东大距还是西大距，看到
水星的时间都不会超过2个
小时。

“本次大距时，只要天气
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
裸眼或是借助小型天文望远镜
在西方稍偏北的天空观测到水
星。”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
科普专家修立鹏说。

除了水星东大距，25日还
将发生一次半影月食，也就是
月球只进入地球的半影，不进
入本影。半影月食发生时，月
球看起来与满月无异，仅亮度
降低变得稍暗一些，肉眼不易
分辨差异，但以摄影方式则能
看出变化。

“本次半影月食发生时正
值我国白天，公众无缘一睹

‘月亮的脸悄悄改变’，但当晚
可以欣赏到一轮满月，这轮满
月与2024年2月24日的年度
最小满月相差无几，值得一
赏。”修立鹏说。

让楼兰“活”起来
——千年神秘遗址的现代回响

楼兰，一个熟悉而又神秘的名字。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名句脍炙人口。
身穿毛织物，足蹬毛皮靴，头戴尖毡帽，

距今3800多年前的“楼兰美女”被发现时轰
动一时，给人以无尽遐想。

在考古工作者的接续努力下，反映魏晋
官吏制度的铜印“张帀千人丞印”、中国古代
书法艺术的辉煌呈现《李柏文书》……一件
件楼兰文物，一处处楼兰遗迹拂去黄沙、重
见天日，彰显着楼兰现存遗迹建设者的中原
属性，见证着西域与中原的紧密联系，讲述
着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楼兰在哪里？它因何而兴，因何而亡？
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它给后人留下什么启
示？

守护：万里荒漠 千年故城

楼兰是我国古代西域地方政权之一，地
处新疆若羌县境内罗布泊北岸，因扼守丝绸
之路咽喉，曾是东西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
中西文化荟萃之处。然而在辉煌了数百年
后，楼兰在历史舞台上无声无息地消失，留
下一个未解之谜。

100多年前，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
泊探险时，首次发现了楼兰并将之公布于
众。从此，掀起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楼兰考
古热”。近几十年，我国科学家深入罗布泊，
揭开楼兰神秘面纱，将淹没在历史浮尘下的
辉煌文明重现人间。

如今的楼兰遗迹轮廓依稀可辨。通过
航拍俯瞰，可见城郭基本为方形，占地面积
10.8万平方米。楼兰故城东北区，坐落着残
高约10.4米的佛塔遗址，不远处有一处官署
遗存，考古工作人员叫它“三间房”。虽经风
沙侵蚀，遗迹依稀可见，房屋用土块垒砌，东
西两间较狭小，中间一间较宽大，形制规格
较高，布局严谨。

往事越千年，这些见证过楼兰兴衰的古
遗址在狂风细雨中，或风化、或返碱、或逐步
被夷平。为了保护楼兰遗迹，一群楼兰文物
保护站的文保员扎根在环境恶劣的罗布泊，
守护着古老文明。

19岁的阿迪力江·吉里力是文保员中
最年轻的一个。他的工作是在大漠深处日
常巡视，不让文物盗窃者或者游客进入故城
和附近的墓葬群，一次大概两个小时，大多
时候，沿途只有死寂般的荒凉。

寂寞是这份工作的底色，也常有惊险时
刻。多年前，保护站站长李鹏飞曾经碰到过
拒不听劝，甚至“抄家伙”威胁他们的闯入
者，最终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这些闯入者
被全部带走，并搜出了他们试图盗走的文
物。

大漠孤烟，雄关漫道。楼兰故城及周边
气候异常恶劣，最近几年的气象资料显示，
该区域8级大风天数年均高达80天，浮尘

天气115天至193天，夏季地表温度70摄
氏度。尽管环境艰苦、条件恶劣，但提及工
作，阿迪力江依然是满满自豪：“这里所有
的东西，都是文物，都有着重要价值。”现在
楼兰有2处保护站，每个站都有人值守。

“相关部门以最大努力保护了楼兰故
城。”李鹏飞告诉记者，2020年6月，中铁西
北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深入罗布泊，顶着
高温和风沙，克服恶劣环境，对楼兰故城内
的佛塔遗址和官署遗址进行长达170天的
抢救性修复。

42岁的文保员马壮来保护站前对楼兰
知之甚少，而今他已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
对守护故城感情逐渐深厚。“我们与古迹为
伴，耐得寂寞、吃得风沙、扛得暴晒，虽然苦，
但甘之如饴。”

见证：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

楼兰之所以蜚声海内外，除了它的消失
之谜，还因为这里出土的文物具有多重价
值。

“三间房”西面的垃圾堆里发现了诸多
汉文、佉卢文等木简和纸质文书，“西域长
史”或“长史”的官衔及活动记载频频出现。

其中，写于东晋时期的《李柏文书》引人
注目。据考古学家孟凡人考证，西域长史李
柏在讨伐叛变的戊己校尉赵贞前，给焉耆王
龙熙写下这封书信，意在争取其对自己讨逆
的支持，避免腹背受敌。

“由这些文字可知，这里曾是西域长史
的治所、驻地。”楼兰博物馆馆长冯京表示，
木简和文书的发现，证明当时楼兰是中原王
朝经略西域的重要门户，中央政府使用中原
王朝的制度和管理体系管辖此地。

2015年，“张帀千人丞印”字样的铜制
官印在楼兰出土。考古人员表示，“张帀”可

能是西域长史管辖下的某一地名。
在稳定的政治共同体下，中原与西域各

民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上互相依
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活动
地域上交错，甚至血缘上渗透融合，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

龙、虎、天禄等瑞兽昂首阔步，“望四海
贵富寿为国庆”九个字古拙奔放，楼兰出土
的织锦，虽然右侧边缘已残，但其精美的纹
样仍令人赞叹不已。

“织锦铭文展现了汉代中国面对世界的
博大胸襟，以及立高怀远、积极进取的文化
精神，表达了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美好愿景。”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说，带有吉
祥语的织锦，其中有不少是汉王朝封赏赐赠
给西域绿洲城国首领及贵族的礼品。

以丝路“楼兰道”为纽带的中原—西域
交通大动脉有机地将军事、政治及楼兰居民
的生产生活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我国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在
政治共同体下被进一步建构。

悠悠古丝绸之路上，楼兰也见证了东西
方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考古人员曾在此
发掘出来自异域的海贝、珊瑚和蚌饰件等。

透过楼兰故城中佛塔遗址，可以看到公
元3世纪至4世纪，这片土地盛行佛教的景
象。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助理教
授潘攀说，佛塔坐落于楼兰故城中很重要的
位置，它的存在证明佛教东传后曾在当时的
楼兰地区传播并发展。

激活：楼兰故事 中国声音

白云千载空悠悠，在楼兰遗址所在的新
疆若羌县，一座楼兰博物馆拔地而起，这是
我国唯一一个以楼兰文化为主题的博物
馆。冯京介绍，现馆藏文物5717件，其中一

级文物6件。
踱步展厅，展陈的一件件古老文物，似

乎向今天的人们讲述彼时的生活万象，诉说
着楼兰的千年沧桑。

《史记·匈奴列传》，是楼兰在史籍中第
一次亮相。汉武帝时，张骞凿通西域，开辟
古丝绸之路，楼兰扼守南北两道之咽喉，商
贾不绝，驼铃悠悠，一派繁荣景象。然而，辉
煌数百年后，楼兰逐渐城郭巍然，人烟断
绝。故城出土木简文书记载了当时耕地因
干旱不能完成耕种任务的情况，专家分析，
河流改道断流、罗布泊干涸是楼兰消亡的实
质性原因。

如何复活沉寂上千年的楼兰？
2014年到2019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牵头，联合五家科研单位，
针对楼兰在内的罗布泊诸多科学问题开展
综合性科学考察，这次考察用实物证据证实
了汉晋时期楼兰以汉传文化为主导。

2022年春天,已故楼兰考古专家侯灿
撰写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正式出
版。为楼兰的地理位置和规模、从汉到晋的
历史演变、形态布局等提供了新的资料，并
为楼兰测量提供了经纬度、水渠道路、建筑
遗址的精确数据。

科考过程中，一件件见证历史的文物重
见天日。同时，加强楼兰文物价值的挖掘阐
释和传播利用，让楼兰文物“活”起来的工作
也日渐兴盛。

“楼兰出土的织锦残片是我们的灵感来
源。”楼兰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柜台前，工作人
员向游客介绍。云气纹、瑞兽纹等纹饰，“长
葆子孙”“延年益寿”“长乐光明”等吉祥语，
一件件交织楼兰文化符号和现代元素的书
签、U盘、抱枕、坐垫、水杯、手提包受到参观
者青睐。

除了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让楼兰故事走
向远方，冯京介绍，博物馆还积极组织举办
小小讲解员培训、流动博物馆展、楼兰文化
研讨会，打造楼兰文化交流、思想碰撞和成
果展示的平台。

若羌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
组副书记、局长李义宏介绍，若羌县深挖楼
兰文化元素，发布《我在楼兰等你》《楼兰我
来了》等音乐作品，打造“楼小兰”IP形象，以
动画形式讲述楼兰故事，让神秘而遥远的楼
兰文化“活”起来。

“楼兰遗址是丝绸之路的亲历者、见证
者和参与者，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
符号。”李文瑛认为，楼兰见证了中央政府西
域治理体系的构建，也见证了中华文明自信
拥抱世界。

“楼兰是让世界了解东方大国的重要遗
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表
示，国内也越来越关注楼兰研究，楼兰的思
想和文化特性将在不断的深化研究中进一
步得到充分阐释。

新华社乌鲁木齐3月24日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就菲侵闯仁爱礁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4日
就菲律宾侵闯仁爱礁答记者
问时指出，如果菲方一再挑战
中方底线，中方将继续采取坚
决果断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有记者问，3月23日，在
仁爱礁邻近海域，中国海警舰
船对企图向菲律宾非法“坐
滩”军舰运送物资的菲方船只
采取管制驱离等措施。发言
人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说，3月23日，菲律
宾舰船擅闯中国仁爱礁邻近
海域，图谋向其非法“坐滩”军
舰实施运补。中国海警依法
依规对菲方船只实施规制、拦
阻、驱离，坚决打掉菲侵权挑
衅图谋。此次事件完全是由

菲方挑衅滋事引发的，中方处
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

吴谦指出，需要强调的
是，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
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
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的
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
中方愿与菲方通过对话谈判
妥善解决争议，但菲方出尔
反尔、背信弃义，妄图将仁爱
礁非法“坐滩”军舰加固建成
永久性设施，中方对此绝不
会坐视不管。我们正告菲
方，停止发表任何可能导致
矛盾激化、局势升级的言论，
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如
果菲方一再挑战中方底线，
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果断措
施，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
权和海洋权益。

山东数字化管理
绘就智慧“春耕图”

新华社济南3月24日电
眼下正值春耕农忙时期，在山
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海青镇中
仓（青岛）智慧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智慧农业示范园的小麦
种植区里，麦田土壤中布设着
多种传感器，实时将土壤温
度、水环境等数据上传至园区
的“智慧农业”手机App。

“过去种地大多凭经验，
容易大水漫灌、过量施肥，导
致土壤板结，这些传感器是农
田实现智慧管理的关键所
在。”中仓（青岛）智慧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园区经理赵先龙
说。该公司智慧农业示范园
项目全面应用智慧农业监控
云平台，依托多种高清监控和
传感器技术，对园内环境数
据、现场状况、作物生长和生
产设备实时远程监控，并实现
农作物生长全过程监测和质
量全过程追溯。

国网青岛市黄岛区供电
公司海青供电所运用无人机

特巡和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
全力确保电网运行稳定，同时
组织服务队员上门服务，协助
企业排查、检测供电设施，提
前排除安全用电隐患。

在山东烟台招远市建新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智慧农业
大棚里，村民们正加快蜜薯育
苗和春耕春灌，一垄垄嫩绿的
蜜薯苗长势良好。“我们通过
电气化设备对棚内温、光、气、
水、肥等参数精准控制，在降
低低温天气影响的同时，精准
供给幼苗所需养分，再过20
多天，第一批蜜薯苗就可移
栽。”合作社负责人孙建文说。

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营
销部副主任巨云平说，他们配
合蜜薯育苗基地，安装了一体
化多深度管式土壤墒情监测
仪，通过无线网络通信传输装
置，将传感参数上传到农户手
机，农户可实时掌握农田土壤
墒情及作物缺水状况，及时采
取应对措施。

技术专家使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为佛塔遗址技术专家使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为佛塔遗址
建立数字化档案建立数字化档案（（20202020年年1010月月2020日摄日摄）。）。

樱花烂漫春意浓
上图 3月24日，一名游客在昆明圆通山公园的

樱花树下留影。
右图 近日，云南昆明圆通山公园的樱花进入盛

花期，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花赏景，乐享春日
时光。 新华社

博鳌亚洲论坛
助力海南新发展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即
将开启，琼海市博鳌镇周边民
宿老板们翘首期待嘉宾们的
到来。

“住民房，吃土菜，到田
里、海边去耍耍，人们追求的
更质朴、更绿色，也更健康
了。”琼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钟
辛说，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点
亮了群众生活，也引领了消费
新模式。

品尝无人驾驶车辆售卖
的冰淇淋，使用建筑废弃物制
成的花园景观……在论坛永
久会址所在地东屿岛，很多绿
色低碳细节让人眼前一亮。

“绿色”为博鳌年会多年
来一以贯之的议题。如今，东
屿岛更成为一处零碳试验基
地。3月18日，由住建部和海
南省政府共建的博鳌近零碳
示范区启动运行，这个“绿意
盎然”的小岛成为向世界展示
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技术
和实践的窗口。

在博鳌亚洲论坛影响下，

绿色消费在海南蔚然成风。
“减碳”不仅是地方政府的努
力方向，更成为很多海南民众
的主动选择。过去一年，海南
省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
50.8%，销量超过了燃油车。

记者从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获悉，渐
冻症靶向治疗药物Tofersen
（托夫生注射液）在区内落地，
今后，国内渐冻症患者可以不
出国就使用上这款全球靶向
新药。像这样的全球最新、临
床急需的进口药械，博鳌乐城
已引进超370种，这里是全球
最新药械进入中国市场的重
要通道。

“博鳌亚洲论坛对先行区
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贾宁告
诉记者，“过去两年，每年都有
论坛嘉宾前来参观，已有多个
跨国药械企业在乐城设立法
律实体或办事处。”
新华社海口3月24日电

李强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强3月24日在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
坛2024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强表示，本次年会以“持续发展的中
国”为主题，既是对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
状况的客观描述，也充分体现了各界对中国
经济行稳致远、高质量发展的关注和期许。
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我们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
困难，圆满完成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
标任务。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持续巩固增
强，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李强指出，广大企业是中国经济持续

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也是见证者、受
益者。一直以来，我们都把尊重市场、服
务企业作为谋划经济工作的重要立足
点、实施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始终做
企业发展成长道路上的同行者、好伙
伴。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进一步改进
优化服务，建立了与企业常态化沟通交
流机制，认真回应解决企业关切，积极构
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制度
机制。相信政府与企业的相互信任、双
向奔赴，一定能汇聚成携手同行、发展共
赢的强大合力。

李强指出，当前，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
化，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许多严峻挑战。中
国将以务实有效的行动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世界经济复苏和稳定发展注入更多确定
性和正能量。我们将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
度，加强政策协同配合，确保同向发力、形
成合力。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推进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大力推进以人为本
新型城镇化，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大宗
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统
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
产业培育，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推
动绿色转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道路。标本兼治稳妥做好各类风险隐
患防范化解工作，推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
健康发展。

李强表示，今天的中国经济已与世界经

济深度融合。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深化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着力提升政务服务效
能，依法保护各类企业合法权益，稳步推进
制度型开放，不断以更高水平的开放链接世
界。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世界带来
更多合作共赢的机遇，我们愿同世界分享中
国持续发展的大机遇，与各方携手创造共同
发展的美好未来。

吴政隆参加开幕式。
本次年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

办。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
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约400人
参加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