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24日 本版主编：张泊寒 版式策划：张文龙 责任校对：绍 文

中国·综合 9

新华社消息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日前举行

全国卫生健康系统电视

电话会议，通报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秋冬季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专项督查

情况，部署各地毫不放松

抓好冬春季疫情防控工

作。

今冬明春疫情防控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任务艰

巨繁重。会议结合近期疫

情防控和督查发现的问

题，提出重点加强疫情监

测和信息报告、“人、物”同

防外防输入、院感防控、聚

集性疫情应急处置以及春

节假期前后疫情防控等方

面的工作。

在强化疫情监测和信

息报告方面，会议要求适

当扩大“应检尽检”核酸检

测范围、增加定期检测频

次，做好发热门诊病例排

查、报告和转诊。发现疫情

要实事求是报告，严格依

法依规报告。

在强化“人、物”同防

外防输入方面，会议要求

对于航空口岸入境人员，

强化隔离服务人员专业

技术培训，严格规范提供

服务，加强接送转运、居

家观察闭环管控。对于陆

路口岸，加大非法入境人

员排查管控力度，加强高

风险人群的个人防护措

施。

会议还要求，在聚集

性疫情应急处置方面，严

格落实聚集性疫情处置 5

条关键举措。同时，医疗

机构做好日常门（急）诊

和住院等“应检尽检”人

员核酸检测，充分发挥第

三方核酸检测机构作用，

确保及时反馈检测结果。

（陈 聪）

218914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唐敖庆星

新华社消息 为表彰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第一任主任、吉林大学原校长唐敖庆在教

育和科学研究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由中国科学院

紫金山天文台于2007年5月19日发现、国际编号为

218914号的小行星，近日正式被命名为“唐敖庆星”。

小行星的命名具有国际性和永久性，是一项崇高

的国际荣誉，命名一旦获批准，将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永载天文史册。此番获此殊荣的唐敖庆院士，是我国

现代理论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我国科学基金

事业的奠基人，更是体现科学家精神的杰出代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书记、主任李静海表

示，唐敖庆院士毕生致力于科学基金制的改革和我国

基础研究事业的发展，他对科学基金制的内涵认识深

刻，提出了许多对科学基金和基础研究繁荣发展具有

深远影响的思想观点。 （胡 喆）

拉贝诞辰日
83人徒步寻访“南京安全区”

新华社消息 11月23日是约翰·拉贝诞辰日。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办的“感恩·

南京安全区”第五届国际和平徒步活动22日正式启

动。83名代表徒步约6公里，用脚步丈量83年前国际

友人的“大爱之路”，感恩曾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给中国

难民提供无私帮助的外国友人。

徒步活动的出发点是南京鼓楼医院1892 楼。在

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等国际友

人曾与中方医护人员一道，在这里抢救了多位难民的

生命。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葛道荣老人，当年就是在安全

区得到了国际友人魏特琳女士的保护才得以幸存。他

对参加活动的11岁小学生邓言说：“1937年日军侵占

南京时，我才10岁，比你现在还小。那年冬天冷极了，

我们天天逃难、忍饥挨饿，你现在很幸福，一定要珍惜

和平，好好读书。”

在徒步活动的终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老

人为参与者颁发了和平纪念牌。率先抵达终点的南京

市民陶成发说：“当年，国际友人无私奉献，救助难民。

如今，南京的医护人员实施外援，奉献大爱，正是传承

了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徒步活动很有意义，激励大家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此次的徒步路线涉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难民收容

所旧址、遇难同胞丛葬地等，其中包括拉贝故居、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五台山丛葬地、海洋国防教育

馆、宁海路5号（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旧址）等。

1937年11月，南京沦陷前夕，来自美国、德国等

国的 20 多位外籍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商议并组成了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置了25个难民收容所，

在此后南京的至暗时刻救助了25万多名中国难民。

“83年前这些国际友人的奉献，南京人感恩至今，

永远不忘。”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这次徒步活动还专

门邀请了援助湖北的医疗队队员参加，以此向人道主

义救援精神致敬。 （邱冰清 蒋 芳）

古人在天山脚下
享受
“地暖”大澡堂

新华社消息 通过连

续3年考古发掘，来自中国

人民大学和新疆的考古工

作者在新疆奇台县唐朝墩

古城内，发现一座配备“地

暖”系统的古代浴场遗址。

负责发掘工作的中国

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主任

魏坚教授介绍，这座浴场

遗址位于古城东北部，总面

积约400平方米。浴场结构

是半地穴式，分上下两层空

间：下层基础部分位于原地

表之下，作为烟道和供热的

基础建筑空间；上层建筑基

本位于原地表之上，是人们

洗浴、活动场所。

魏坚说，下层空间内

一根根用砖砌而成的支撑

柱起到“支架”作用，将浴

场分成了上下两层封闭式

空间。顶部封闭后就形成

浴场的下层封闭式空间，

构建出浴场地下供热系

统——在炉灶烧水、取暖

时燃烧出的烟火，可进入

下层空间，并在支撑柱间

流动，隔着一层地板，为上

层空间提供“地热”。

考古工作者认为，这

种类似“地暖”的供热系统

有明显古罗马风格。魏坚

说：“罗马式浴场最显著的

特点就是这种‘挑空式地

热系统’，它能有效保障浴

场内温度。”

浴场建筑有古罗马风

格，但它的装修风格却很

“中式”。浴场墙面墨线绘

制的花卉等装饰彩绘、遗

址出土的陶壶、陶盆和方

砖等遗物，都有明显中原

和本地特征。

浴场遗址所在的唐朝

墩古城始建于公元 7 世纪

上半叶的唐代早期。考古

工作者根据出土文物和碳

十四测年结果确定这座浴

场遗址最初营建于高昌回

鹘时期，至蒙元时期曾被

改建沿用。 （张晓龙）

新华社消息 记者20

日从甘肃省武威市天梯山

石窟保护研究所获悉，历

时7年的“武威天梯山石窟

搬迁壁画彩塑修复”工程

目前已完工，搬迁壁画全

部完成修复工作。

该工程启动于 2014

年，修复文物包括壁画300

余平方米、塑像70余身，修

复工程由敦煌研究院执行，

通过壁画碎片拼接、重层壁

画揭取修复、彩塑拼接修复

等全面完成文物修复工作。

天梯山石窟开凿于

1600多年前，是龙门、云冈

等石窟的源头。天梯山石

窟山体结构特殊，褐红色

的砂砾岩体容易发生裂

缝、剥落，修复工作难度较

大。20 世纪 50 年代，为修

筑水库，政府曾对天梯山

石窟文物进行整体性搬

迁，剥离后的文物被送至

200 余公里外的甘肃省博

物馆。2006年1月，大部分

搬迁的文物回归天梯山石

窟。随着修复工作的完成，

目前部分修复的文物在武

威市博物馆进行展出。

武威市天梯山石窟保

护研究所负责人卢秀善表

示，天梯山石窟常遭水库渗

水，目前这一问题即将解

决。经专家多次勘测，决定

疏水以保护文物，目前完成

了墙面挂网、埋镀锌槽钢、

填补粗泥层、地面排水管埋

设等工程。 （白丽萍）

天梯山石窟搬迁壁画完成修复

新华社消息 山西省

应急管理厅日前发布了煤

矿矿长安全生产考核记分

的最新进展，今年前10月，

共有20名矿长因履行安全

生产职责不到位，在 2020

年记分周期内累计记分达

到 12 分以上，被责令调离

矿长岗位，3年内不得担任

任何煤矿矿长。

目前已公布的16份处

理决定显示，煤矿矿长被记

分的情形主要包括图纸作

假、隐瞒采掘工作面、被责

令停产整顿期间擅自组织

生产、越界开采、煤矿领导

未按规定带班下井、特种作

业人员无证上岗等问题。

其中，山西怀仁南窑

晋通砂石煤业公司被检查

出 存 在 图 纸 作 假 、隐 瞒

8202、8203 工作面，矿长 3

月至 6 月期间未按规定带

班下井，一名监测监控人

员无证上岗，以及12510综

采工作面在突水威胁区域

未按规定探放水等记分情

形，该矿矿长被记分42分，

记分分值最高。

此外，16座煤矿中有3

座因发生安全事故被记分。

其中，山西金地煤焦公司赤

峪煤矿、山西煤炭运销集团

晋中紫金煤业公司在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后瞒报，两名

矿长被一次记满12分。

目前，山西共有954座

生产建设煤矿。为推动煤矿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自

2019年7月1日起，山西对

全省煤矿矿长实行安全生

产考核记分制度。（梁晓飞）

我为老农留个影我为老农留个影
11月22日，志愿者在南昌市幽兰镇上魏村为农民拍照。当日，南昌市崛美公

益发展中心的志愿者们来到江西省南昌市幽兰镇农村，为当地农民拍照。从2014

年开始，志愿者们深入农村，为 70 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拍照并赠送照片，迄今为

4350名农民拍摄了近5万张照片。 摄影/新华社记者 陈春园

国家卫健委：毫不放松抓好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

山西20名煤矿矿长被责令调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