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阅读

殷墟是我国第一个有文
献可考并为考古发掘所证实
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2 月
26日，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博
物馆新馆正式开馆，近 4000
件套文物集中公开展示，其中
3/4以上文物首次亮相。殷墟
博物馆新馆落成，展示了几代
考古人的累累硕果，也意味着
殷墟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站
上了新起点。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R

研发效率提升 30%，研发交付质量提升

50%，运维、部署效率提升 4 倍……一组组数

据优化的背后，是华为云软件开发生产线为

中国经济信息社实现一站式全面高效管理

提供的助力。

近年来，华为云加快软件开发工具的自

主研发，为软件开发生产提供了良好生态。

2023 年 5 月，华为云发布一站式数据驱动的

研发效能度量平台，通过贯通软件研发的全

过程，打造完整的研发效能度量体系，促进

企业研发管理向高效能发展。

“依托华为云平台，华为将为开发者提

供新的技术服务，可以培养更多的研发人

才 ，推 动 研 发 队 伍 的 发 展 壮 大 ，促 进 更 多

企 业 创 新 升 级 。”华 为 云 相 关 部 门 负 责 人

表示。

据了解，华为云软件开发生产线可以支

持网站开发、移动应用开发、微服务开发等

研发场景，覆盖需求与设计、开发、测试、部

署、运维等软件交付的全流程、各环节，让软

件开发更高效、更安全、更智能。

华为云软件开发生产线的代码检查平

台，打造了覆盖云、管、端超 1.5 万项规则的

标准化、规模化代码检查工具，支持超过 10
种主流语言编程规范。目前，每天可为华为

超过 10 万名开发人员和超过 25 万次代码提

交提供质量保障，每天扫描超过 500 亿行代

码，实现了对研发业务的高效支撑。

基 于 一 系 列 开 源 软 件 ，中 国 经 济 信 息

社 研 发 团 队 自 主 搭建了其研发平台，但研

究、集成、运维和加固这些开源软件也占用

了开发人员的大量精力，找到一个成熟的研

发平台，提升研发、运维效率并实现标准化

和规范化成为当务之急。与华为云合作后，

中国经济信息社通过华为云软件开发生产

线将产品交付、测试、功能开发和维护整合

进一个平台，实现了开发、运行、运维三态

统一。

中国经济信息社项目只是华为云加速

数字化转型发展的一个缩影。在煤矿领域，

华为帮助企业通过模型训练与推理，实现瓦

斯浓度的超前预警、作业序列的风险防范、

作业质量的智能验收；华为的智慧港口方

案，已在天津、上海、青岛、深圳等城市的港

口实现智慧化应用。

华为云软件开发生产线已吸引来自金

融、教育、物流、软件等 10 多个领域的开发

者，持续服务互联网软件运营服务商、软件

及解决方案提供商、高校机构等，助力数字

化转型升级。

产学研用协同，是华为推进软件生态体

系建设的重要部分。2023 年 8 月，2023 年度

中国计算机学会—华为胡杨林基金软件工

程 专 项 评 选 结 果 发 布 ，共 13 个 项 目 获 得

2023 年度基金资助。

据了解，中国计算机学会—华为胡杨林

基金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与华为联合发起，致

力于为海内外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学者搭建

产学研合作及学术交流的平台。其中的软

件工程专项旨在持续提升软件工程理论和

技术的研究水平以及在产业界的应用落地，

在前沿创新探索与产业落地方面开展深度

合作，创造产业价值。

“以华为云为主体，华为持续与产业伙

伴、社区平台、高校等开展合作，共同推进软

件生态体系建设。”华为云相关负责人介绍。

提供技术服务、促进企业创新，华为云——

以数字化助力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刘书文

本报北京 2月 26日电 （记者刘诗瑶）

26 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中

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2023 年）》。该蓝

皮书显示，中国航天 2024 年全年预计实施

100 次左右发射任务，有望创造新的纪录。

中国航天 2024 年计划开展一系列重

大任务。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模式，年

内完成 2 次货运飞船、2 次载人飞船发射任

务和 2 次返回任务；发射鹊桥二号中继星，

为月背与地球间提供中继通信；发射嫦娥

六号探测器，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南极

采样返回；发射海洋盐度探测卫星，使中国

具备高分辨率、高精度的海洋盐度探测能

力；实施长征六号丙、长征十二号等新型运

载火箭首飞；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迎来首

次 发 射 任 务 ；多 个 卫 星 星 座 将 加 速 组 网

建设。

据了解，2023 年中国航天实施 67 次发

射任务，位列世界第二，研制发射 221 个航

天器，发射次数及航天器数量刷新中国最

高纪录。其中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47 次发

射全部成功，成功率 100%，累计发射突破

500 次，其他商业火箭发射 20 次。

回顾过去一年，中国航天在发射活动

方面，高密度发射任务有序实施、成功率保

持高位，航天器研制发射数量快速增长、研

制能力大幅提升。

在科技创新方面，运载火箭、载人航

天、月球和深空探测、通信、导航、遥感卫

星、科学和技术试验等领域不断创新突破，

中国航天进入空间、探索空间、利用空间的

能力不断增强，取得多项科技成就。

在应用服务方面，基于卫星通信、卫星

遥感、卫星导航定位等空间基础设施，中国

航天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应用体系，有

力支撑网络强国、海洋强国、农业强国、交通强国、文化强国等国

家战略以及国家“双碳”目标，广泛服务于国民经济各行业。

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航天开展了交流研讨、数据共享、技

术合作、应用服务、航天文化教育等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活动，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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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26日电 （记者吴月）记者从清华大学获悉：

近日，清华大学医学院洪波教授团队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贾旺教授团队，利用无线微创脑机接口技

术，成功帮助高位截瘫患者实现用脑电活动控制电脑光标移动，

意味着我国在脑机接口领域取得新进展。

2023 年 12 月 19 日，洪波教授带领团队设计研发的无线微

创植入脑机接口系统，由贾旺教授团队进行了临床植入手术。

团队将微型脑机接口处理器植入患者颅骨中，成功采集到脑膜

外的感觉运动脑区神经信号。经过近两个月的康复训练，该患

者不但可以通过脑电活动驱动气动手套实现自主抓握，还可以

控制电脑屏幕上的光标自由移动。

该无线微创植入脑机接口系统由电极、体内微型处理器、体

外机三部分组成。体内微型处理器连接电极，采集颅内脑电信

号；体外机为体内微型处理器无线供电，实现脑电信号传输，并

采用机器学习算法把脑电信号“翻译”成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

我国在脑机接口领域取得新进展

本报南京 2月 26日电 （记者姚雪青、赵永新）记者日前从

南京大学获悉：该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谭海仁教授课题组

在大面积全钙钛矿光伏组件领域取得了新突破。经国际第三方

权威机构认证，谭海仁课题组研制的全钙钛矿光伏组件的稳态光

电转换效率高达 24.5%，刷新此类组件的世界纪录。这一研究成

果于 2月 23日发表在《科学》期刊。

钙钛矿是新型太阳能电池的重点研发方向之一。2018 年

以来，谭海仁课题组致力于新型全钙钛矿叠层电池技术的研

究。据介绍，大面积全钙钛矿叠层光伏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与

小面积叠层电池有较大差距，制约了钙钛矿叠层电池的产业化

进程。窄带隙钙钛矿薄膜的均匀制备是限制大面积组件性能提

升的关键问题。现有的规模化制备技术开发均聚焦于常规带隙

钙钛矿薄膜，而含锡钙钛矿薄膜的结晶速度快，大面积量产制备

的时间窗口短，易出现成膜不均匀的问题。团队通过研究实现

了铅锡钙钛矿薄膜的大面积、均匀化制备，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全

钙钛矿叠层电池。

相关结果被收录于国际权威的太阳能电池世界纪录效率

表，为全钙钛矿叠层电池的产业化提供了解决方案。

我科学家在全钙钛矿光伏组件领域取得新突破

本报南昌 2月 26日电 （记者朱磊）记者从江西省景德镇市

获悉：江西省已经批复《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确定乐平、浮东、浮北、浮

南、珠山、昌江六大重点保护片区，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景

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协同实施、统筹推进。

《规划》要求，构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格局。坚持“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做好以传统手工制

瓷为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整体性、生产性、生活性保

护，做好与陶瓷业相关的传统美术、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

蹈、传统戏剧、民俗以及传统技艺的挖掘保护。

江西省将建设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区

本版责编：智春丽 曹雪盟 陈世涵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鄂尔多斯 2月 26日电 （记者张枨）日前，“盛世修典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准格尔旗特展”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准格尔旗开展，本次展览为期 3 个月，将持续到 5 月 24
日。本次展览由准格尔旗委宣传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等联合主办。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启动于 2005年，共收录海内外 263
家文博机构的中国绘画藏品 12405件套。此次展览选取 450幅历

代绘画精品图像调色打样稿进行展出。展览设置“薪火相传 代

代守护”“千古丹青 寰宇共宝”“创新转化 无界之境”“大美北

疆 漫瀚今韵”四大板块，并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布置展陈。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准格尔旗特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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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游客在殷墟博物馆新馆参

观。 本报记者 张文豪摄

图②：玉鹅。

图③：屯南甲骨。

图④：“子何人哉”特展中的甲骨

展品。

图 ② 至 图 ④ 均 为 殷墟博物馆

提 供

图⑤：殷墟博物馆新馆外景。

人民网记者 慎志远摄

河南安阳，洹河之畔，青铜大鼎造型

的殷墟博物馆新馆矗立岸边，和殷墟宫殿

宗庙遗址隔河相望，馆体上方“大邑商”三

个甲骨文字格外醒目。

2 月 26 日，筹建 3 年多的殷墟博物馆

新馆开放。青铜器、陶器、甲骨、玉器等近

4000 件套文物集中公开展示，展陈文物数

量之庞大、类型之齐全，都是商代文物展

览之最。

探 馆
3/4以上文物首次亮相

2月 26日上午，随着清脆的龙纹石磬声

响起，殷墟博物馆新馆展厅的青铜色大门缓

缓开启。大厅高墙上，“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九个大字映入眼帘；头顶，一只玄鸟盘

旋飞舞，寓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大家看到的是我国目前最早的马车

实物标本，馆内集中展示了 23 座，都出土

于殷墟。”在博物馆一层殷墟车马遗迹展，

讲解员许纤莹带领观众，感受 3000 多年前

车马飞驰的壮观景象。

据介绍，殷墟博物馆新馆占地 262.5
亩，建筑规模 5.1 万平方米，展厅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展陈聚焦商文明主题，设有

3 个基本陈列、4 个专题展览和 1 个特色沉

浸式数字展。“本次新馆展出的各类文物，

3/4 以上都是首次亮相。”殷墟博物馆常务

副馆长赵清荣说。

2023 年，“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及

周边遗存”入选 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新馆的建成，也让一系列考古重要

成果得以与观众见面。

在“长从何来”展厅，觚爵鼎尊、钺刀

戈矛等亚长墓出土的文物，让商朝的戎马

生活变得完整而立体；在“子何人哉”专题

展，110 余片精选的刻辞甲骨，让观众了解

卜辞中蕴藏的珍贵历史信息……开馆首

日，观众时而在司母辛鼎、亚长牛尊等青

铜重器边驻足，时而对着玉梳、骨笄等古

代生活饰品欣赏。

“快看，这里的面具在挤眼睛、水牛也

活了。”在裸眼 3D 展厅，一位观众惊喜地

招呼同伴。在数字技术的应用下，青铜面

具、屯南甲骨“动”了起来，殷墟车马也“迈

开步伐”。据介绍，殷墟博物馆新馆积极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沉浸式展

厅，赋予文物、文献、甲骨记载等新的呈现

方式。

“我们于 2 月 22 日开放了预约通道，

开馆首日迎来观众近 5000 人次。”赵清荣

说，观众可以通过博物馆网站、公众号等

多种渠道预约参观。

探 源
展示几代考古人的成果

1928 年，中国考古者在洹河沿岸铲起

第一锹土。1961 年 3 月，国务院将殷墟列

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

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7 年，甲

骨文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

录”……如今，殷墟已成为中国考古发掘

时间最长、次数最多、面积最大的古代都

城遗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90 多年过去了，经过几代考古人持续

不断的发掘研究，沉睡三千载的商文明走

入公众视野。近年来，殷墟王陵区、小屯

宫殿宗庙区、洹北手工业作坊区的考古新

发现，让甲骨文中记载的“大邑商”面貌愈

发清晰。

“早在殷墟发掘初期，考古工作者就

有向公众展示文物的想法。”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副站

长何毓灵说，安阳工作站早期设有陈列

室，但更多还是供学者进行专业研究。随

着考古成果不断丰富，建于 2005 年的殷墟

博物馆在展陈理念、空间布局、展示数量、

技术手段等方面已难以满足时代需要。

2020 年 11 月，殷墟博物馆新馆开工

奠基。新馆由安阳市政府投资建馆、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展品，其中馆

内展陈的文物，90%以上都是安阳工作队

1950 年以来发掘的文物精品，涉及政治、

经济、军事、农业、手工业等多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殷

墟博物馆馆长陈星灿说：“殷墟是中国考

古学的摇篮，也是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

这样一个大型专题类博物馆的建立，圆了

几代考古人的梦想。”

何毓灵说：“作为一座考古博物馆，新

馆展陈不再是单个文物的展示，更多的是

成组器物的全方位呈现。无论是妇好墓的

铜爵，还是从亚址墓、马危墓等出土的器

物，都是成组地与观众见面，让人更好感受

殷商文明的全貌。”

在新馆筹建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在博物馆选址、博物馆结构布

局、展出文物的选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我们全面系统编制了数百万字的知

识文本，为新馆展陈提供了学术支撑。”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殷墟博

物馆执行馆长岳占伟说。

作为殷墟考古研究成果转化的重要

展示平台，殷墟博物馆新馆还将承担考古

研究、文物修复、科技检测、研学教育等方

面的功能。“馆内设有精细考古实验室，后

期观众可以近距离观看考古人员的发掘

和研究工作。”岳占伟说。

探 索
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一片甲骨惊天下。位于安阳市殷都

区西郊乡的小屯村，因出土甲骨而闻名，

成为殷墟考古的中心地带。

将视角拉远，遥望洹河两岸，宫殿宗

庙遗址、王陵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彼此

呼应，共同组成了规模宏大、气势恢弘的

殷墟遗址保护区。

随着殷墟博物馆新馆的落成，殷墟考

古和商文明研究成果实现一次系统梳理

和有力呈现，殷墟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也

迎来了新起点。作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的重要工程，殷墟博物馆新馆与殷墟

宫殿宗庙区、王陵区、殷墟考古文旅小镇

一起，共同构成展示阐释体系。

据介绍，殷墟遗址总保护范围 29.47平

方 公 里 ，涉 及 安 阳 市 3 个 区、66 个 村（社

区）。2019年 3月，安阳殷墟世界文化遗产

保护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目前，殷墟管

委会将辖区内 66个村（社区）划分为 180个

四级网格，组建由巡防队员、村（社区）干部

在内的 360余名殷墟文物安全守护人。

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介绍，

殷墟遗址自“十一五”以来一直被列入国

家大遗址保护项目库，2010 年河南殷墟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被评为首批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

河南省公布了《河南省安阳殷墟保护管理

条例》《安阳殷墟保护总体规划》，安阳市

制定了《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为

殷墟保护和管理指明了方向。

安阳市文物局局长李晓阳告诉记者，

当前，安阳市正加快推动《殷墟遗址保护

总体规划》修编，殷墟核心区保护展示和

环境整治工程等也在加速推进中。今年

春节假期，安阳市举办“点亮殷墟”夜游活

动，殷墟景区首次在夜间开放，安阳市累

计接待游客 403.53 万人次，与 2023 年同期

相比增长 195.97%。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

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

活起来。据介绍，下一步，安阳市将加快

构建殷墟和甲骨文品牌体系，打造“博物

馆+遗址公园+考古科研基地”全国文物

保护利用示范区，同时探索利用数字技

术，让散落于各地的甲骨文以科技的形式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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