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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博物馆新馆 27日将迎
来开馆一周年。2023年 7月 26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祝贺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落成使用，指出

“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
叫得响的”“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
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并
对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提出要求。

举世瞩目的三星堆，是数千年
前中国先民留下的灿烂文明成
果。四川成都往北，广汉鸭子河
畔，三星堆博物馆持续吸引着四面
八方的海内外游客。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近一
年来，三星堆考古和文博工作者在
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修复、国际交
流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新进展。

不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首
次发现手工业作坊

盛夏，走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广汉考古整理基地整理间，三
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许丹阳和
同事们正忙着整理玉凿、玉璋、石
斧等新出土文物。

“都是在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
的手工业作坊区域出土的。手工
业作坊的发现，填补了三星堆考古
研究的一项空白，意义重大。”许丹
阳兴奋地说。

2022年底，三星堆新发现 6个
祭祀坑野外考古发掘工作基本结
束，出土大量珍贵文物。新的研究
课题随之而来：出土文物原料来自
哪里？在本地还是在外地制作的？

带着问题，考古工作者在发现
过玉石器坑的三星堆月亮湾燕家
院子附近开展新一轮考古发掘。
发掘开始不久，许丹阳就发现了灰
白色的玉石器碎片。随后，建筑柱
础，玛瑙籽料坑，石器原料、坯料、
废料堆积，玉石器残片堆积，石斧
成品坑等一连串发现接踵而来。
此轮考古出土玉器、石器、陶器等
文物达4000多件。

“新出土文物包括原料、坯料、
半成品、成品等，形成早期手工业
较为完整的链条。目前初步确认
新发现的这些遗存是玉石器作
坊。”许丹阳说。

其中的一粒细小绿松石片，见
证了中原文明对古蜀文明的深刻
影响。“这粒绿松石片是镶嵌在青
铜器上的，而这种镶嵌工艺在二里
头时期发展到高峰，代表器物如绿
松石龙形器等。这种工艺延续到
殷墟、三星堆、金沙，再一次实证了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国文物学

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方说。
新发现还印证了古蜀文明对

中原文明的影响。王方说：“三星
堆和金沙遗址前后共出土几百件
有领玉璧，殷墟有 24件，江西新干
大洋洲商墓出土 4件。从数量上
看，在商代晚期，古蜀极可能是一
个有领玉璧的生产基地，向中原或
其他地区输出。”

另外，新发现高等级建筑基
址、灰坑、灰沟、石器生产加工相关
堆积等各类遗迹 400多处，年代比
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更早。新
确认的三星堆古城水门、城门、道
路，加上此前已确认四面城墙的位
置，及穿城而过的古老马牧河，三
星堆古城布局初步浮现在世人眼
前。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严谨
求实、艰苦奋斗，不断探索未知、揭
示本源，将继续切实做好考古成果
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三星堆
遗址工作站站长冉宏林说。

一件一件来，久久为功：焕新
4000多件文物

黄金面具、青铜树枝、刻有游鱼
的青铜瓿、玉璋、海贝……23日，三
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推出
三星堆遗址新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成
果展示，这些“宝贝”首次亮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保护
修复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大国家
支持力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
扬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一件一件
来，久久为功，做出更大成绩。

近一年来，在国家文物局的支
持和指导下，约 200名文物保护修
复工作者累计修复三星堆出土文
物4000多件。

哪些青铜器可以拼合在一起，
怎么拼？怎样清理金面具的病
害？如何保存脆弱的象牙？

“为受损文物检测分析，使用
传统工具进行矫形，测算残缺部分
进行补配……一件一件来，慢工出
细活。”打小在三星堆遗址旁长大，
从事文物修复工作近40年的“大国
工匠”郭汉中，目光沉静、言语朴
实。说话时，郭汉中正带着徒弟
们，用竹刀一点点清理新出土铜扭
头跪坐人像上的附着物。

发扬工匠精神，对每一件文物
都反复研究、反复论证修复方案；
利用3D打印、AI复原等最新技术；
开展考古、材料、冶金等多学科研
究……

三星堆新出土文物的保护修
复，可以说集中了国内文物保护修

复最强力量：故宫博物院、陕西考
古研究院、中国丝绸博物馆、荆州
文物保护中心……

这一工作过程中，依托参与单
位强大的技术力量和专家资源，大
量文物保护修复及多学科研究人
才成长起来。

“我们研究院专家马燕如是我
师傅，自2020年她就带着我们开展
三星堆出土金器的保护修复，真的
是毫无保留地传授‘看家本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
师鲁海子说。近一年来，他和团队
同事合作修复了200多件三星堆新
出土金器，如今已是四川金器保护
修复的骨干力量。

2023年以来，四川省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在三
星堆博物馆相继挂牌，全方位培养
年轻人投身文物保护和修复事
业。“作为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成
员，我愿意把所学传授给更多年轻
人，培养更多后备力量，让更多文
物‘活’起来。”郭汉中说。

近年来，各级政府和部门进一
步加大对三星堆文物保护修复的
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
2021年 8月，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
实施《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出土文
物保护修复方案》，2022年7月下拨
第一批经费近3000万元。近几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从北京
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招募大批优
秀毕业生，围绕巴蜀考古、商周考
古、文物保护等联合开展博士后培
养。

目前，6个祭祀坑出土的一万
多件文物有待修复，新发现的玉石
器作坊大量出土文物待清理……

“我们会继续遵循‘最小干预、最大
化获取历史信息’的原则，运用科
技手段和前期积累的丰富经验，把
每一件文物保护好、修复好。”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
研究中心主任王冲说。

创新展陈方式、加强国际学术
交流：讲好中国历史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向
全世界讲好中国历史故事。要运
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
通过对外宣传、交流研讨等方式，
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明”。

自 1934年第一次科学考古发
掘开始，90年来，三星堆一直吸引
着世界的目光。

“通天神树”、青铜鸟足神像、
形态各异的青铜人头像……三星

堆博物馆新馆开馆近一年来，已接
待 5.2万名国外游客。“以三星堆为
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如今我们创新展陈方
式，通过与世界其他地区同类文物
作比较，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博
大精深、开放包容。”三星堆博物馆
景区管委会副主任朱亚蓉说。

展览“走出去”同样重要。据
悉，三星堆文物已先后70余次出境
展览，足迹遍布美国、加拿大、英
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 100余座
城市，接待观众逾1000万人次。“新
馆开馆一年多来，三星堆以数字文
物展的方式走进法国、卡塔尔、埃
及、希腊、瑞典等国家。”冉宏林说，

“这些国家的公众对三星堆非常感
兴趣，展厅里挤满了人。”

学术交流研讨也是重要方
式。过去一年，英国考古学家、牛
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等多位国
外知名学者应邀到三星堆考察；北
京大学和牛津大学还共同承担了
三星堆与世界文明的比较研究课
题。“通过国内外考古界、艺术史界
的交流，共同推动三星堆研究走向
深入。”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说。

“三星堆值得全世界关注和讨
论。”罗森对我国恒温恒湿考古发
掘舱、现场应急保护平台等创新举
措表示赞赏，希望与中国考古学家
一起，开展更多东西方文化交流合
作研究。

与此同时，作为三星堆文物保
护修复牵头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把文物保护修复人才派往
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围绕三星
堆青铜器的科技研究开展国际学
术交流。

7月 18日，三星堆国际展示传
播平台正式上线，搭建了超现实文
物陈列与交互、科技考古实验室等
主题虚拟展厅，再一次创新三星堆
文物传播展示方式，其中“文明对
话”主题展廊实现了三星堆金面具
与阿伽门农金面具跨越时空的同
框出镜。这背后是中国古蜀文明
与希腊迈锡尼文明之间的“对话”。

朱亚蓉说，未来将进一步开展
文物陈列展览交流、加强与国外专
业机构的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交流、
组织更高规格国际学术论坛等，

“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
叫得响的，我们会继续努力让三星
堆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认
知和理解中华文明”。

（记者 张旭东 叶含勇 童芳
康锦谦 薛晨 新华社成都7月24
日电）

三 星 堆 考 古 的 新 故 事
新华社记者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部署。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系统
集成，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
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
互配合、协同高效。

坚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
法看问题，这是习近平总书
记一以贯之的重要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 2013年
就指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
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
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
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
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
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

当前，改革更多面对的

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推
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
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各领
域改革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
增强，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
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
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
合。反之，如果各领域部署
不配套，各方面措施相互掣
肘，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
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
打折扣。

强化系统集成，加强对
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就
是要坚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
思维推进改革，推动各领域
各方面改革同向发力、形成
合力，增强整体效能。要紧

紧扭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
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
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让改
革产生综合效应。

强化系统集成，加强对改
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一定
要将各项改革视为一个有机
整体，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
展需要和现实能力，明确整体
推进与重点突破，统筹兼顾、
分类施策，“十个指头弹钢琴”，
使各项改革彼此呼应、相互促
进，实现方案协同、落实协同、
效果协同，实现“1+1＞2”的
成效，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不
断释放改革效能。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
新华社记者 刘开雄

正在昆明举行的第八届
中国—南亚博览会上，低空
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
绿色能源、无人机、机器狗等
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展区和
商品受到参展客商的高度关
注，每个展区都吸引了众多
客商参观，展现我国经济的
蓬勃向“新”力。

在建筑科技馆，喷涂打
磨一体机器人、地面整平机
器人等高端装备、前沿技术
及智能化产品等模型格外显
眼。这里重点展示我国建筑
企业在智能建造、智慧建筑
等方面的产品及技术，观众
通过观展，可以感受到我国
建筑科技发展的丰硕成果。

“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地
面整平机器人通过顶部的激
光来测量平整度，再通过底
部的刮板，将混凝土摊平，操
作简单、地面密实均匀。”云
南建投集团工作人员介绍。

在中国中铁展区，一只
蓝色的机械手臂吸引了几位
老挝客商的目光。这是中国
中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
能钢结构维护机器人，机器
人由作业系统和底盘两个部
分组成，通过末端集成激光
进行作业，实现钢结构智能
涂装。

硬岩掘进机模型同样引
起了老挝客商的兴趣。“这是

‘高加索号’硬岩掘进机，是
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单护盾
硬岩掘进机，开挖直径超 15
米。”中国中铁工作人员王立
鹏说。

云南交投集团展区以

“发展绿美通道经济·打造新
质生产力”为主题，集中展示
了一批新型智能装备，智慧
高速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智
慧收费站、智能收费机器人、
安全管控无人机等，吸引了
许多来自南亚、东南亚国家
的客商驻足观看。23 日下
午，云南交投集团与 14家企
业签约，协议总金额 1000多
亿元，签约方将在高端装备
制造、数字交通等创新发展
前沿领域开展合作。

在中国铁塔展区，智慧
的铁塔模型吸引了斯里兰卡
客商杰苏塔萨的目光。中国
铁塔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公
司开放共享超过 1 万座铁
塔，可以把无人机机巢部署
在铁塔上，推动形成多场景、
多主体、多层次的无人机起
降点设施网络，打造空天地
一体全域立体感知体系。

杰苏塔萨说：“这是我第
一次参加南博会，各种型号的
无人机让我大开眼界。南博
会为我们提供了与中国企业
交流合作的平台，让我们有机
会把这些新技术带回国。”

近年来，硅光伏产业成
为我国快速发展的新兴产
业。在绿色能源馆，26家绿
色能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
展，涉及绿色能源与绿色制
造、科技装备、国际合作、电
力、油气等板块。部分企业
还展示了小型太阳能板和光
伏发电站模型。

一些境外企业奔着新能
源产业而来，希望在展会期
间找到中国优质的供应商。

来自阿联酋的采购商亚辛
说，中国新能源产业飞速发
展，技术更新迭代很快，他们
想在阿联酋发展光伏产业，
这次来就是要寻找中国新能
源企业合作。

走进制造业馆，仿佛置
身于科幻世界。60 多家参
展企业充分运用“声、光、电”
等现代科技手段，采用 AI、
VR、AR等信息技术和数字
方式进行呈现，打造兼具科
技感与艺术感的展示空间，

“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空
天信息产业”“数字合作”是
主要亮点。展馆内还有机器
人冲泡咖啡、机器人炒菜、机
器人指令表演、AI数字人互
动交流等人工智能多场景运
用互动式体验。

不久前获准在昆明设立
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的中
国电信，通过实物呈现、互动
体验等方式，展示中国电信
研发的星辰·大模型、星海·
AI中台、星河·AI赋能平台
等最新AI技术成果，吸引了
许多来自南亚、东南亚国家
的客商进入展区参观。

多位来自南亚国家的客
商表示，他们在本届南博会
上充分感受到了中国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成果，中国不仅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得好，
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智能
制造等方面同样全球领先，
中国积极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和产品出口，将造福包括南
亚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助
力全球经济发展。
（新华社昆明7月24日电）

从南博会看我国经济向“新”力
新华社记者 浦超 丁怡全 董博怀

新华社巴黎7月24日电
（记者 何磊静）记者从国际
奥委会24日召开的发布会上
获悉，国际奥委会正积极挖
掘人工智能技术在奥林匹克
运动中的应用潜力，其中包
括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更好地
选拔年轻体育人才。

“我们已经确定了超过
180个潜在的人工智能应用
场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出
它们的影响力。”国际奥委会
首席信息科技官伊拉里奥·
科尔纳说，比如人工智能工
具能在辨别体育人才方面展
现出价值，通过相应技术，仅

凭手机软件就能在世界任何
地方“发现”新的体育人才。

据介绍，国际奥委会与
英特尔正共同开发相关定制
化技术，旨在帮助各国和地
区奥委会创新体育人才识别
和投资培养方式。目前，该
项技术已在塞内加尔完成相
应测试。

塞内加尔将迎来非洲地
区首个奥林匹克赛事——
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记者
了解到，国际奥委会与英特
尔、塞内加尔奥委会展开合
作，在塞内加尔派驻一支体
育科学专业团队进行项目试

点。1000多名年轻人参与此
次项目并进行相关测试，最
终48名表现优异的年轻人被
选拔出来，将被纳入塞内加
尔奥委会主办的比赛项目中
去，未来有望成为奥运选手。

此外，在即将举行的巴黎
奥运会期间，部分人工智能应
用将首次亮相。比如，人工智
能将通过分析即时运动表现，
帮助运动员更好地做出训练
决策；通过提供更精确数据提
升判罚的公正性和准确性；通
过全景视角回放、自动生成精
彩瞬间等为观众提供更丰富
的观赛体验。

国际奥委会：人工智能有望革新体育人才选拔方式

新华社巴黎7月24日电
（记者 许仕豪 高鹏 姬烨）
24日在法国巴黎进行的国际
奥委会第 142次全会确定了
未来两届冬奥会的举办地。
其中，法国阿尔卑斯山地区
获得 2030年冬奥会举办权，
美国盐湖城获得2034年冬奥
会举办权。

从2023年11月开始，国
际奥委会冬季奥运会举办地
委员会开始和法国奥委会、

残奥委会以及美国奥委会、
残奥委会进行接触，并对阿
尔卑斯山地区和盐湖城进行
考察。在冬季奥运会举办地
委员会的推荐下，国际奥委
会执委会决定将两地推荐给
国际奥委会全会审议。在当
日的全会中，两地都顺利通
过表决。

冬季奥运会举办地委员
会主席卡尔·斯托斯表示，阿
尔卑斯山地区将利用其举办

世锦赛和世界杯的丰富经验，
而盐湖城将把2002年冬奥会
的变革效益加以拓展。两个
举办地都将为冬奥会的成功
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大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受法国
政局影响，阿尔卑斯山地区
获得2030年冬奥会举办权的
附加条件是，法国政府需要
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设定的
时间范围内提交赛事交付保
证书。

法国阿尔卑斯山地区、美国盐湖城分获2030、2034年冬奥会举办权

7月 23日下午，巴黎奥
运会奥运村在运动员入住
后，第一次举行媒体日，让
记者们进入村中深入探访，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座小型

“国际城市”内部一幅幅的
精彩画面，也探访到一些外
人不知道的“小秘密”。

熊猫、袋鼠和驯鹿

进入奥运村，第一眼就
看到挂满五星红旗的中国
代表团的住所，这栋 10层
楼公寓位于塞纳河畔，为中
国代表团独享。除了国旗，
楼的正面还挂着中英法三
种文字“加油！中国”的横
幅，其中一面横幅上面还点
缀着一只正“挥爪致意”的
大熊猫。

巧合的是，大熊猫与
“奥林匹克休战墙”隔河相
对，休战墙 22日刚刚揭幕，
当时参赛的 206 个国家和
地区奥委会及难民代表团
的数百名运动员代表向世
界发出呼吁——“给和平一
个机会”。国际奥委会主席
巴赫表示，这些运动员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大
使”。

奥运村里一共 80多栋
楼，每栋楼上都挂着入住国
家和地区的旗帜，有些代表
团还在楼上装饰了很多艺
术品。不过装饰动物的，除
了中国代表团，我们只发现
有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代表
团：澳大利亚人在楼门口放
了一只袋鼠和一只鸸鹋，加
拿大代表团在楼下安置了
一只红色的木制驯鹿。

空调焦虑“可以休矣”

记者在村里遇到了中
国代表团副秘书长、广东省
体育局局长崔剑。对于很
多人反复追问的空调问题，
他说村里有些房间安装了
中央空调系统，有些运动员
公寓没有空调，但巴黎的天
气没有空调也很舒服。另
外建筑都比较新，有些房间
还需要经常开窗透气，根本
没必要安装空调。

“说实话，我觉得空调这
些事情作为一个话题也差
不多应该结束了，我们更加
关注的是运动员如何尽快
进入状态的问题。”崔剑说。
他还说，虽然村里的设施都
很简单，但是能够充分满足

生活所需，而且环保理念有
很多地方值得“学习借鉴”。

有外国记者再次向奥
运村村长洛朗·米肖提起空
调的问题，米肖说：“所有建
筑中都安装了地面冷却系
统，上周有几天气温较高，
这些冷却系统发挥了很好
的作用。事实上，我们现在
的天气很好，我们问了很多
人，大部分人都认为根本不
需要空调。”

队员们“状态很好”开
幕式旗手“还没确定”

在三年前的东京奥运
会一战成名的全红婵颇受
大家关注，崔剑没有具体谈
这位来自广东的选手，只是
说：“今天上午我偶遇负责
跳水队的医生们，他们给我
的消息是非常好的，队员们
身体都很正常，竞技状态都
非常好。”

对于三天后的开幕式
上，谁会成为中国队旗手的
问题，崔剑说：“我进村以后
也问过代表团的领导，目前
我得到的情况是还没有确
定，还没有定或者说定了我
还不知道，我觉得这是可以

值得期待的。”

邱祺缘：奥运村就像
“大院”

去年世界锦标赛女子
高低杠冠军邱祺缘刚刚结
束训练。第一次参加奥运
会的邱祺缘对村里的生活
熟悉又陌生，她说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运动员住在不同
的楼里，如同国内的“大
院”，又像是“小区”。

对于即将开始的奥运
会比赛，这位中国女子体操
队的领军人物说：“一直都
往前。”

中国代表团楼下，我们
还碰到了训练归来的三名
滑板小将：14岁的崔宸曦、
19岁的曾文蕙和 13岁的朱
沅铃，她们将参加女子街式
的比赛。巴黎上午下雨，她
们还坚持进行了训练。在
楼门口悬挂的五星红旗和
五环标志下，三人羞涩又自
信地喊道：“中国队，加油！”

穿着红色队服的中国
运动员不时进进出出。再
过四天，他们就要先后奔向
各自的赛场，而所有的对
手，其实都是村里的邻居。

不再有欢迎仪式

三年前因为疫情原因，
东京奥运会取消了欢迎各
个代表团的升旗仪式，巴黎
这次延续了东京模式。没
有欢迎仪式也就没有升旗
广场，巴黎奥运村把各个代
表团的旗帜放到了大餐厅
的入口。运动员就餐前，会
穿过 200 多面旗帜打造的

“走廊”，看上去并不乏仪式
感。

村长米肖临别回答新
华社记者提问时说：“我们
与国际奥委会讨论，发现这
些仪式并没有给运动员带
来很大的价值，开幕式是他
们的亮点，我们更注重这一
点。”

米肖还说，现在已经有
8000多人入住奥运村，入住
率已经超过一半，效力于美
职篮马刺队的法国球星文
班亚马和西班牙网球明星
纳达尔也会入住。

当问到未来两三周他
最担心村里发生什么时，米
肖说：“我担心时间过得太
快，大家没有足够时间好好
享受这个地方。”
（新华社巴黎7月24日电）

走进奥运村 发现“小秘密”
新华社记者 王子江 张逸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