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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

6月16日拍摄的位于清华

大学的高考数学评卷点。当

日，北京市2023年高考评卷工

作媒体开放日举行。据介绍，

北京市2023年参加高考考生

5.8万余人。评卷工作已于6

月 8日开始，预计24日结束。

期间，北京市组织 1520 名教

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

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工业

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

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走进河南安

阳殷墟遗址大门，展板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这

段话，让每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印象深刻。

2022年10月2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河南省安阳市，考察位于安阳市西北郊

洹河南北两岸的殷墟遗址。

距今3300多年的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

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

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及所出土的甲骨文，使

传说中的商朝彻底得到证实，中国有文字记

载的历史往前推进了约1000年。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

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

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

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近一个世纪来，考古工作者栉风沐雨，

对殷墟持续发掘研究，它也成为我国考古发

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揭露面积最大

的古代都城遗址。在新的征程上，这座实证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关键遗址，仍将

继续揭示中华文明密码、延续中华民族精神

根脉。

殷墟作轴，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密码

六月的中原大地骄阳似火，殷墟宫殿宗

庙遗址里游人如织。

气势恢宏的宫殿群、规模庞大的王陵

区、高度发达的青铜器、系统成熟的甲骨文、

分工明确的手工业体系……古老殷墟的“商

王宝藏”，令游客惊叹于这份穿越了3000多

年时光的厚重魅力。

1928年10月，考古学家董作宾在位于安

阳市西北郊的小屯村挥出第一铲，拉开了中

国考古人科学发掘殷墟的序幕。在此之前，

人们对商王朝的认知主要停留在《史记》中

区区3000余字的记载。

“就考古学而言，目前没有哪处遗址的

重要性超过殷墟。”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

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说。因为殷墟，

中国信史上推至商代。以殷墟为支点，建构

起夏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体系，也为探究更

早的文明提供了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

出的连续性”“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

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

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

中国”。

“殷墟的发现和确定，是探索商文化、夏

文化及上溯中华文明起源的原点和基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首席专家王巍表示，殷墟上承四方汇集文

明之趋势，下启连续不断、多元一体文明之

格局，是中华文明进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的足迹，人们

在殷墟博物馆、车马坑展厅里感受3000多年

前商人的鲜活日常，在“一片甲骨惊天下”的

讲解词中领略中国已知最古老文字的神秘

风采。

69岁的江苏游客徐根发第一次到殷墟，

他说：“小时候在课本上知道殷墟，一直想来

看看，今天看到青铜器和甲骨文，我不仅感

叹古人高超的智慧，也为中华文明延绵不绝

感到由衷骄傲和自豪。”

“最近，前来殷墟的研学团队呈现井喷

式增长，仅4月份研学人数就突破了2万人

次。”殷墟讲解员刘珊珊近段时间格外忙碌，

一天下来，她至少要解说10余场，每天行走

超过2万步。

“不少研学团队的同学反映，通过实地

参观，真切感悟到了殷商文化的博大精深，

触摸到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进一步树立

起尊重文物、尊重历史的观念，充满了民族

自豪感。”刘珊珊说。

汉字为媒，维系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

殷墟博物馆入口处，立着一方大石，上

书红色的甲骨文“福”字，不时有游客在此合

影留念。今年春节，以这个“福”字为原型设

计的春联，在当地成了抢手货。

“很多游客对甲骨文感兴趣，知道是什

么字了，还要问问为什么。”刘珊珊说，“福”

字一边是祭台，一边是双手捧着酒坛，意思

是祈福，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理解，这就

是汉字的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殷墟考察时指出，“中

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

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殷墟出土的甲

骨文为我们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

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刀笔留痕，甲骨呈奇。殷墟出土了极为

丰富的文物，甲骨文无疑是分量最重的一

类。“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作为中华民族最

早使用的成熟文字，甲骨文虽然深埋地下数

千年，却一出土即可被部分识读。看似不可

思议，却正是汉字的独特之处。

资料整理、分期断代、文字考释、商史研

究……拨开历史的厚土，120多年来，一代代

学者薪火相传，持续解读古老的中华文明密

码。

在安阳的地标性建筑——中国文字博

物馆内，可以直观地看到汉字演变过程。依

托数千件文物精华，这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国

家级博物馆，系统诠释了中国文字的构形特

征和演化历程，堪称“一部让世人领略中华

文明的景观式文字大典”。

“从汉字的演变中能看到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我们能看懂青铜器上的

金文、东晋的《兰亭序》、唐代的《上阳台帖》，

仔细一想太神奇了。”暑期将至，刚从郑州外

国语学校毕业的田若水，迫不及待地拉着朋

友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参观，在书法展厅及字

谜墙等互动体验区域，她们频频流连。

文字，是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也是文

明传承的重要载体。

今天，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

地上，无论方言口音、生活习俗如何迥异，通

过共同的文字，人们可以毫无障碍地沟通思

想、交流情感，这看似平常的一幕，背后是汉

字这块积淀数千年的文化基石。

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再到隶

书、楷书，汉字历经3000多年演变而不改其

形，人们得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沟通思想。这

种文化的演绎与传承，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

的文化记忆，成为具有强大民族凝聚力的文

化基因和中华儿女血脉相通的精神纽带。

“这几年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参观的群体

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90后’‘00后’占多

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加认同、理解汉字，

主动触摸和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种

改变，让中国文字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于

笑莹由衷欣喜。

今年“五一”期间，每天到访中国文字博

物馆的观众都超过2万人。展馆外，将汉字

文化的多维度表达方式融入景观设计之中

的汉字公园，更是市民热衷的夜间游玩去

处。

守正创新，赓续文脉谱华章

“考古工作要继续重视和加强，继续深

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要通过文物发掘、研

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在

殷墟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不久前，“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

工作会在北京召开，通报了安阳洹北商城遗

址重要考古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介

绍，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一条殷墟时期大型祭

祀沟，为理解殷墟聚落布局提供了线索。

除考古发掘工作外，何毓灵相当一部分

精力用在讲课上。“从幼儿园讲到中学大学，

从博物馆讲到党政机关，现在我一个月至少

讲课五六场。”他明显感觉，人们渴望了解殷

墟、了解悠久中华文明的热情高起来了。

展示主体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多样、形

式更加鲜活、覆盖更加广泛，古老的殷墟，正

以更年轻的姿态走入公众视野：殷墟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考古文旅小镇等项目稳步推

进，运用AR、全息投影等高科技手段的殷墟

数字化升级方兴未艾，甲骨文表情包、殷墟

青铜器数字藏品等文创不断迭代……

与殷墟宫殿区一河之隔，占地面积

262.5亩，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的殷墟博物

馆新馆拔地而起，目前主体工程二次结构基

本完工，遥看像一只巨鼎立在苍穹之下。

“展出文物数量、展陈技术和水平都会

有大幅度的飞跃。”殷墟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赵清荣介绍，新馆建成

后，将更全面地展示殷墟丰富文化内涵，帮

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殷商文化对中华文明

乃至世界文明的贡献。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

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中国文字博物馆内，一堂别开生面的

“甲骨学堂”吸引了众多小朋友参与。学写

甲骨文十二生肖文字、DIY商朝元素书包、学

跳《舞动的汉字》舞蹈，孩子们在游戏中感受

汉字的美和智慧。

“‘火’起来更要‘活’起来。我们重视普

及教育和展陈的互动性，特别设置了互动与

影像厅，涵盖十余种汉字游戏。”中国文字博

物馆党委委员、副馆长魏文萃介绍，近年来，

中国文字博物馆研发了160多项汉字主题教

育项目，举办汉字教育活动近1500场，吸引

了近45000个家庭参与活动。

“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做中国人

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

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

……

在安阳殷墟，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振奋

人心，释放出时代强音。

“作为文博工作者，我们要持续做好殷

墟等重要遗址的主动性发掘与考古研究工

作，解读好文物承载的文化基因，让国人更

好地触摸过往、感知历史，为推动中华文明

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贡献力量。”安阳

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晓阳说。

（新华社郑州6月16日电）

安阳殷墟：持续揭示中华文明密码
新华社记者 唐卫彬 桂娟 双瑞 翟濯

习 近 平 的 文 化 足 迹

近日，北京、广州等地接连监测发现猴

痘病毒感染病例。什么是猴痘病毒，如何传

播？重点人群怎样做好监测报备？出现哪

些症状须及时就医？针对社会热点关切，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日前组织专家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专门作出回应。

普通人群感染猴痘几率不高

“猴痘是一种由猴痘病毒引起的动物源

性疾病。既往主要在西非和中非地区呈地

方性流行趋势。”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

心副主任、研究员施国庆介绍，目前全球每

周报告约90例猴痘病例，猴痘疫情已处于较

低水平。今年5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已宣

布猴痘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近期，随着部分亚洲国家出现

猴痘病例增多趋势，我国个别城市也出现了

少数病例。

2022年5月以来，全球多地暴发猴痘疫

情，我国疾控机构高度重视，从加强入境人

员卫生检疫、感染高风险人群监测、医疗机

构症状监测等方面，持续开展风险评估和及

时报告。

专家指出，猴痘病毒主要是通过破损的

皮肤和黏膜进入人体。作为普通民众，接触

的机会很少，不必过于担心，更不要恐慌，保

持良好心态。

施国庆表示，当前我国猴痘疫情发现较

为及时，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重点人群宣教

与健康监测，及时发现与处置潜在的隐匿传

播疫情，特别是要加强有境外可疑接触史，

以及与其有密切接触的高风险人群健康监

测。

重点人群做好监测与报备

根据《猴痘诊疗指南（2022年版）》，出入

境人员和涉疫地区人员需关注所在国的猴

痘疫情信息，在猴痘地方性流行地区，尽量

避免与啮齿类动物和灵长类动物（包括患病

或死亡的动物）发生接触。

同时，疫区归国人员需注意自我健康监

测，出现皮疹等症状时，应主动就医，并告知

接诊医生疫区旅行史，以助于诊断和治疗。

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吕繁介绍，有过接触史和暴露史的人群要加

强自我健康监测，即使尚未出现症状，也鼓

励主动联系当地疾控中心进行咨询和报备，

必要时做相关检测。同时，减少和周围人群

的密切接触，尤其是性伴侣。

出现这些症状须及时就医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

侗曾介绍，感染猴痘病毒后，发病早期临床

症状和流感症状相近，包括发烧、畏寒、头

痛、肌肉酸痛、乏力等，部分感染者会感到没

精神、嗜睡。

“一般在出现以上症状三天左右会出现

皮疹和淋巴结肿大，包括颈部、腋窝、腹股

沟、头面部等部位，还可能累及四肢、生殖

器、口腔黏膜等。部分患者可出现并发症，

极少数重症病例出现脑炎。”李侗曾介绍，如

果发现自己有过猴痘接触史，或出现了以上

相应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告知接诊医生接触

史和暴露史。

李侗曾说，从临床情况看，大多数猴痘病

例为轻型、普通型，是可以自愈的。目前治疗

主要是做好防护隔离和对症治疗，如发烧时，

使用退热药物，多补充液体；痘疱疹破裂后，用

碘伏、酒精等擦拭消毒，预防继发感染。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如何科学应对猴痘病毒？专家回应热点关切
新华社记者 李恒 顾天成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记者周圆 侯文坤）6月16日

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当天，全国各地按照国务院安委

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统一部署，深入基层和企业开展了颇具

特色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

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当天，各地聚焦主题开展了一系

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例如：山西省通

过“平安地铁天天行”直播活动，带领广大网友探访太原地铁

安全专列，普及地铁逃生避险、自救互救技能；辽宁省组织消

防、交通、卫健等专业队伍深入基层，开展火灾逃生、心肺复苏

和外伤包扎技能科普展示咨询活动；吉林省活动现场设置烟

道逃生、地震逃生、高层缓降逃生实景模拟设备，让群众学习

应急逃生知识；江苏省面向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学校师生等

群体进行“人人讲安全”街头采访等。

各地积极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俄罗

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波利扬斯基15日向媒体表示，俄将坚持

对“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事件进行国际调查。乌克兰武装部

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15日表示，乌军在前线部分地区

实现一定程度推进，控制了约3平方公里土地。

——据塔斯社15日报道，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波利

扬斯基当天向媒体表示，俄方已提请安理会注意，瑞典、德国

和丹麦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进行的调查没有取得进

展，关于俄方知晓调查进展的说法是谎言。俄方将坚持对“北

溪”天然气管道被炸事件进行国际调查，并惩处肇事者。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15日在

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在前线部分地区推进了200米至1400

米，控制了约3平方公里土地。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同日援引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俄军在巴赫穆特方

向的活动明显减少，俄军正转入防御作战。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6日报道，当天上午基辅地区

遭到多次导弹攻击，乌军防空系统在基辅周边拦截了俄军发

射的导弹，没有房屋和设施在袭击中受损。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15日通报说，当天

凌晨，俄空天军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攻击型无

人机生产基地进行打击并命中目标。科纳申科夫介绍说，俄

军还击落了两架乌军苏－27战机和25架乌军无人机。

——乌克兰敖德萨市议会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卡霍

夫卡水电站大坝受损引发的洪水，导致敖德萨周边黑海海域

海水盐度急剧下降，另外还有大量污染物被冲入海中。敖德

萨市议会13日向市民发出警告说，出于安全考虑，在未解除

对部分海滩安全管控限制前，不要在黑海沿岸和海滩逗留。

（参与记者：李东旭、李铭、陈畅、赵冰）

俄表示将坚持对“北溪”事件进行国际调查
乌军方说在前线实现一定程度推进

新华社马尼拉6月16日电（记者刘锴 闫洁）菲律宾多名

官员16日表示“强烈反对”美国一项提议，该提议希望菲律宾

替美国“临时接收”正在申请赴美“特别移民签证”的阿富汗

人。

菲律宾参议院当天举行听证会。外交部长马纳罗在接受

质询时说，这一提议是今年5月菲总统马科斯访问美国时，由

美国总统拜登提出。这些人主要是曾经在阿为美国机构工作

的阿富汗人。菲方正在就该提议与美方进行讨论，尚未作出

决定。

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的一名代表当天在参加听证会时

表示，基于法律和安全考量，“强烈反对”这项提议。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伊梅·马科斯质疑美国让菲

律宾接收这批移民的动机，称如果美国本土没有能力或意愿

暂时接收这些人，为什么不把他们安置在关岛、波多黎各等美

国海外属地。参议员埃赫西托说，菲律宾应当把政府资源优

先用于本国公民的福利。

菲官员强烈反对替美国接收阿富汗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