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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11日电 （记者亓玉昆）近日，中央政法委印

发《关于学习宣传鲍卫忠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号召全国政法

机关和全体政法干警要结合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认真学习鲍卫忠同志的先进

事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作为、团结奋进，全面推进新时

代新征程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鲍卫忠同志生前系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2021 年 10 月 21 日在工作岗位上突发

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 45 岁。

通知强调，要学习鲍卫忠同志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

格，始终保持初心本色；要学习鲍卫忠同志践行宗旨、一心为民

的无私情怀，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着力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通知指出，要学习鲍卫忠同志能动履职、实干担当的奋斗精

神，始终坚守法治信仰，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学习鲍卫忠同志严于

律己、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始终绷紧纪律之弦，继承和发扬中

国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忘我奉献的光荣传统，自觉培养高尚道德

情操，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中央政法委印发通知要求

学习宣传鲍卫忠同志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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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二，1943 年生于四川成都，曾任中国气象科学院研究

员、研究生导师，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首席专家。长期从事历

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发表论文 140 篇，执笔《中国近五百年旱

涝分布图集》、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1980 年获国

家自然科学奖，1982、1994、2005 年获中国气象局科技奖，1997
年获中科院自然科学奖。2023 年 4 月，获得 2022 年度中国气象

服务协会科学技术奖风云成就奖。

人物小传

在湖北荆州市荆楚非物质文化

遗产技能传承院，建筑古色古香，环

境安静清幽。记者走进楚式漆器髹

饰技艺传承人邹传志（见上图，本报

记者田豆豆摄）的工坊，浓浓的大漆

味扑面而来，只见四五个宽大的工

作台上摆满了半成品和各种瓶瓶罐

罐，身处其间的邹传志正专注地创

作作品……

造型独特、纹饰飘逸、色彩绚丽

的漆器是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

之一。“楚式漆器制作过程精细复

杂，分为制胎、髹漆、彩绘三大工序，

需要融合雕、漆、绘三大工艺。”邹传

志介绍，“一件较为完美的漆器，可

能需要七八个月才能制作完成。”

制胎是漆器制作的基础。许多

造型繁复、工艺精湛的楚文物，都是

以木为胎，这对工匠的雕工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虎座鸟架鼓中栩栩如

生的老虎，鸳鸯豆上枕翅而眠的鸳

鸯，凤鸟莲花豆上层层叠叠的花瓣

等，都让人赞叹古代工匠雕工之精

湛。“20 多岁刚跟父亲学雕刻时，手

被划伤是常有的事。”邹传志说，虽

然学习雕刻技艺很苦很累，但自己

从没想过放弃。

长期的练习、满手的伤痕，邹传

志的雕刻技艺逐渐成熟。当他取出

自己复制完成的“云气纹漆奁”时，自豪之情无以言表。奁是

古代贵族女子的首饰盒。“云气纹漆奁”近于圆柱体，共分三

层，乍一看以黑色为底、以少许红色点缀的普通图案，在灯光

下却显露出细腻飘逸的云纹。“这是用针刻的，而且必须在大

漆将干未干之时刻完，十分考验眼力和手感。雕刻不像彩绘，

画错了还能改，一刀刻错了，就前功尽弃了。”邹传志说，这件

作品耗时 8 个月才完成，并且只做了两套，一套交付给文保

单位，一套自己留作纪念。

髹漆是漆器制作中耗时最长、最考验耐心的环节。胎体

制作完成后，便要上漆。古代漆器使用的是取自漆树的天然

大漆，首先要用瓦灰和大漆和成腻子，手工刷上胎体，阴干后

打磨，再将大漆一层一层刷上去，每刷一次，要阴干一次，打磨

一次，循环往复。其中的阴干环节，需要将温度、湿度控制在

最佳水平，不同的季节，阴干的速度有长有短，因此匠人必须

因时因地有所调整。

“精品漆器要刷六七十道漆，这样的漆器才富有光泽感，

也不容易掉漆、崩漆，而且越摸越亮！”邹传志说，许多学生刚

接触大漆时，会皮肤红肿、发痒，自己也是在经历很多次的过

敏麻痒之后，身体才逐渐适应。

彩绘则彰显了楚文化的独特风格。楚式漆器花纹图案精

美，内容广泛，色彩以黑、红、金为主。“彩绘之难，不是做到形

似，而是做到神似。”爱好美术的邹传志不仅爱临摹，爱观察，

更爱泡在博物馆、图书堆里，从厚重的楚文化中汲取营养。

2015 年，邹传志开始琢磨古为今用，创造带有个人特色

的漆艺作品。笔筒、茶具、饰品、文房四宝……邹传志将传统

的髹漆技艺与现代人的生活用品结合起来，比如以王羲之《兰

亭序》为灵感的茶具套装“曲水流觞”，以黑红为主色，器盖阴

刻出弯曲的流水，器壁摹画了楚文物上著名的“车马出行图”，

这一作品入选“湖北十大创意礼品”榜单。

“在创新中传承，非遗才能活起来，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邹传志说，“今后，我想每年都创作三到四个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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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胎，髹漆，彩绘……作为楚式漆器

髹饰技艺传承人，邹传志 30 余年来不断

锤炼技艺，同时将传统的髹漆技艺与现代

人的生活用品结合起来，打造出了一批具

有个人特色的漆艺作品。

与张德二见面，是在国家气候中心的

专家办公室。办公室柜子里几乎都是她的

专著、发表的论文和参考书刊。进门左边

一排排小抽屉里，整整齐齐放满了检索资

料的小卡片。

今年已 80 岁的张德二谈起气候学研究

神情专注，如数家珍。“这一辈子，我主要做

了一件事，就是认真研读、解析中国特有的

历史气候记录。研究内容很繁杂，也不是

热门学问，但我国气候研究必须得有充足、

可 信 的 基 础 数 据 支 撑 ，才 能 有 长 足 的 发

展。”张德二说。

不断摸索创新，将
历史文献引入气候研究

1974 年，张德二到原中央气象局气象

科 学 研 究 所 一 室 报 到 ，开 始 了 气 候 变 化

研究。当时接到一个研究青藏高原地区

未 来 气 候 变 化 趋 势 的 任 务 ，这 让 全 室 上

下 都 犯 了 难 。 当 时 ，一 年 以 上 的 气 候 变

化 趋 势 都 很 难 预 测 ，要 预 测 更 长 时 间 的

气 候 变 化 趋 势 ，几 乎 不 可 能 。 通 常 做 未

来 一 年 气 候 预 测 ，就 需 要 10 年 以 上 的 气

候资料。如何解决？只能从古气候领域

去 想 办 法 了 ，但 当 时 我 国 古 气 候 方 面 的

资料几乎是空白的。

大家分头去查阅相关研究动态，了解

到树木年轮研究、地层沉积物分析、冰芯

钻 探 等 古 气 候 研 究 方 法 ，也 摸 索 出 了 一

点 门 道 ，但 都 进 展 不 大 。 这 时 ，大 家 发

现 ，气 象 学 家 竺可桢先生发表的《中国近

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依据

中国史籍记载，应用现代理论和方法，建

立了中国五千年温度变化趋势曲线，又和

国外的雪线、冰芯等记录对比，提出全球

气候变化的新见解。“我从中深受启发，利

用 中 国 历 史 文 献 记 录 来 推 断 过 去 的 气

候 ，这 是 寻 找 长 时 期 气 候 变 化 规 律 的 可

行 途 径 。”张 德 二 说 ，很 快 大 家 便 对 此 形

成了共识。

1977 年，张德二被派往南京大学组织

五 百 年 旱 涝 史 料 的 第 二 期 工 作 ，和 来 自

19 个 省 份 的 协 作 组 成 员 一 起 合 作 ，在 南

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查录旱涝史料，给

各 地 每 年 评 一 个 旱 涝 等 级 ，然 后 汇 入 第

一 期 的 成 果 ，画 出 每 年 的 全 国 旱 涝 等 级

分布图。随后，一本厚重的《中国近五百年

旱涝分布图》（油印本）面世。然而，张德二

仍未止步，她又花费两年时间去核定原油

印本的数据资料，校订、商榷、修改。1981
年 1 月，《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正

式出版。

这次研究经历，让张德二对历史气候

研 究 有 了 新 的 认 识 ，她 继 续 探 索 将 历 史

文 献 引 入 气 候 研 究 。 在 此 基 础 上 ，她 又

经 过 深 入 研 究 ，给 出 了 中 国 历 史 降 尘 频

数 曲 线 ，绘 成 的 历 史 降 尘 记 录 地 点 分 布

图 竟 然 和 现 代 黄 土 实 际 分 布 基 本 一 致 ，

还 分 析 了 沙 尘 的 风 力 传 送 、沉 降 的 动 力

过 程 等 。 这 些 结 果 经 中 英 文 版《科 学 通

报》和《中国科学》发表，在国内外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

查阅 8432 种中文史
籍，专注编订中国三千
年气象记录

张德二认为，气候研究必须拥有充足

的 资 料 ，系 统 整 理 历 史 气 候 记 录 是 一 项

奠定学科发展的基础研究，“研究历史气

象 记 录 可 以 说 是 小 学 问 ，但 小 学 问 对 大

学 问 是 有 用 的 ，这 个 大 学 问 就 是 全 球 气

候变化。”

张德二大胆设想：能否对我国近一千

年、三千年的历史气候文献记录系统、全

面地发掘整理，详加考订，编成一套翔实

可信的中国历史气候记录的系统资料，为

我国气候学发展、研究气候变化奠定坚实

基础。

虽然有了这个想法，但张德二还是担

心做不下来。中国的历史文献典籍十分丰

富，从中采集历史气象记录必须系统地进

行，要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严格考订、

勘校，用气象知识来辨识，而自己的学养仍

然不足，何况工作量如此巨大。张德二估

算，起码要 10 多个人合作花上 3 年时间才

能完成。在多位学界人士的支持下，在历

史专家的指导下，张德二从《书目答问》入

手，开始了研究之旅。

1983 年，张德二决定从宋朝开始做千

年气候研究。她先是用一年时间制作了待

查阅的古文献目录卡片逾万张，然后和协

作团队一道，从 37 个城市的 75 座图书馆、

档案馆，查阅了 8432 种中文史籍，除去无气

象记载的古书外，实际采摘引用 7930 种，将

其中有关气象的文字记载摘录出来。

1986 年，张德二被选派到国外参加研

修，其间，张德二更多地了解了国际前沿的

气候学研究方法和大型研究计划的进展。

回国后，张德二和协作团队一道努力，历时

5 年完成千年气候研究课题。经过反复修

改，2004 年 12 月，《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

集》出版，历时整整 20 年。直到退休，张德

二 仍 然 在 对 气 象 史 料 进 行 补 充 和 勘 误 ，

2014 年，900 万字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

总集》增订本面世。

年过八旬仍关注学
术前沿，想做一些前人
没有做过的研究

气象学界对《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

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套书不仅是

一部汇集研究三千年来气象学上可以精确

到年、月记录的作品，更是中国历史气候研

究走向成熟的标志。其时间跨度之长、内

容之齐全、考订之认真严谨，在中外历史气

候资料研究领域颇为罕见。它为研究气

候、环境、生态、农业、气象灾害以及人类活

动影响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

如今这套书已被广泛应用于气候变化

研究，也成为研究气候变化及相关学科的

常用工具书。在国家图书馆开放陈列的工

具书书架上架已 19 年，蓝色封皮被磨出了

白痕。“这说明读它的人不少，我很欣慰。”

张德二说。

几十年如一日，从数量庞大的历史文

献中查找气象记录，并逐条考订，张德二的

坚持既考验耐心，更考验治学态度的严谨

和一丝不苟。她每天都钻进资料堆里，不

会因杂事分心。

“最喜欢的工作时间，是晚上 8 点多到

半夜 12 点，这段时间很安静，可以更专心地

做事。”张德二每天都要工作，周六日也坚

持，家庭事务一切从简。张德二说，做事必

须有始有终，尽所有力量做好一件事情；再

难的事情也应一步步地去做，一直做到自

己满意为止。

《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出版后，

张德二仍然关注着学术前沿，想做一些前

人没有做过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她对

历史时期的极端气候事件尤为关注。从

2003 年以后，她专注于解析和考订气候史

料，为各类历史极端气候事件绘制了实况

复原图，写成的“中国历史极端气候事件复

演研究”，最近将正式出版。

国家气候中心原气候变化首席专家张德二——

探寻长期气候变化的规律
本报记者 李红梅

从三十而立到耄耋之年，几十年如一日，

张德二埋头在浩瀚的历史资料堆里，收集、整

理、考订，其工作之琐碎、繁杂，工作量之庞

大，让人望而却步。若不是因为对气候研究

的热爱以及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就不可能

有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耐心、细心、恒心。

在张德二看来，科学世界里到处都是

学问，不因学问冷门而不做，不因学问冷门

而忽略它。找寻真理的过程再艰难、再繁

琐，也要尽一切努力去探索。唯有如此，才

能攀登科学的高峰，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

这是质朴又宝贵的科学精神。相信在

这些淡泊专注的科学家的努力下，我们一

定能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不因学问冷门而不做

本 报 天 津 7 月 11 日 电

（记者龚相娟）记者从天津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为深入

落实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实

施方案，日前，京津冀三地工

信部门共同制定印发《京津冀

重点产业链协同机制方案》，

聚焦重点产业链，建立三地轮

值“链长制”，推进重点产业链

延链补链强链优链。

《方 案》按 照 分 工 协 作 、

标准统一、高效高质的要求，

聚 焦 氢 能 、新 能 源 和 智 能 网

联汽车、生物医药、网络安全

和 工 业 互 联 网 、高 端 工 业 母

机 、机 器 人 6 条 重 点 产 业 链 ，

统 筹 建 立 京 津 冀 三 地 链 长

制，组织产业链图谱绘制，推

进 重 点 产 业 链 协 同 ，实 施 期

为 2023 年。

《方 案》主 要 包 括 3 项 工

作 内 容 ：一 是 统 筹 建 立 京 津

冀 三 地 重 点 产 业 链 链 长 制 ；

二 是 推 动 产 业 链 图 谱 绘 制 工

作 ；三 是 推 动 强 链 补 链 任 务

落实落地。

据介绍，京津冀三地将坚

持 目 标 导 向 、结 果 导 向 ，通 过

联合绘制产业链图谱，推进三地联合开展强

链补链，带动产业链配套企业落地京津冀地

区，提高京津冀区域的产业链生态，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整体竞争力。

京
津
冀
三
地
联
合
打
造
重
点
产
业
链

本版责编：张彦春 宋 宇 吴 凯

日前，在迎峰度夏关键时期，为保障电力供应，国网安徽电力组织人员对线路进行维护，提升保供能力。图为电力工人在合肥长丰县陶

楼镇开展检修作业。 刘 兵摄（人民视觉）

上图：张德二在用

电脑整理数据资料。

左图：张德二在查

阅历史文献。

以上图片均由受访

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