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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16日电 （记者刘阳）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联合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消费者协会，16 日召开全国酒店

电视操作复杂专项治理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明确将开机

看电视直播频道作为酒店电视治理的首要目标，使人们在

差旅住宿时能享受到与家庭同样的便捷电视服务。

会议指出，在明确将开机看直播作为酒店电视治理基

本要求的基础上，也会充分考虑酒店电视的特殊性，在最大

化方便旅客看电视直播的同时，又能兼顾酒店信息服务

需求。

根据会议要求，在今年完成酒店电视治理工作阶段性

任务基础上，将开展规范酒店电视信号源治理工作，提升酒

店安全防范能力，确保电视信号安全优质传输。此外，也鼓

励酒店充分利用超高清技术，通过升级电视设备、优化信号

传输等方式，有效提高酒店电视的画质和清晰度，为旅客提

供高质量的超高清视听内容，提升用户收视体验。

多部门专项治理酒店电视操作复杂

确 保 开 机 看 直 播

本报北京 4 月 16 日电 （记

者喻思南）中国科协 16 日在北京

发布的第十三次中国公民科学素

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3 年我

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14.14%，比 2022 年的 12.93%提高

了 1.21 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国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呈现提速

增长趋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较好人力资源，为加快实现高

水 平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夯 实 了 发 展

基础。

调查显示，东、中、西部地区

公 民 科 学 素 质 水 平 差 距 首 次 缩

小。2023 年，东、中、西部地区公

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分别达到

16.39%、13.12%和 11.51%，较 2022
年 分 别 提 高 1.08、1.15 和 1.24 个

百分点，科学素质地区不平衡情

况得到改善。

城 乡 居 民 科 学 素 质 发 展 不

平 衡 情 况 进 一 步 缓 解 。 调 查 显

示 ，2023 年 城 镇 居 民 和 农 村 居

民 具 备 科 学 素 质 的 比 例 分 别 达

到 17.25%和 9.16%，增 速 分 别 为

8.22% 和 15.08% ，农 村 居 民 科 学

素质增速显著高于城镇。

调查发现，2023 年大学本科

及 以 上 人 群 具 备 科 学 素 质 的 比

例达到 43.99%，大学专科受教育

程 度 公 民 具 备 科 学 素 质 的 比 例

为 25.17%，高 中 、初 中 和 小 学 及

以下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

依 次 分 别 为 17.68% 、7.80% 和

2.91%。公民科学素质水平随受

教 育 程 度 的 提 高 呈 陡 升 式 阶 梯

分布。

根 据 2021 年 国 务 院 印 发 的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行 动 规 划 纲 要

（2021—2035 年）》，到 2025 年，我

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要超

过 15%。中国科普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王挺表示，从近几

次调查结果来看，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的提升速度持续加快，

这一目标有望提前实现。

有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超过 10%
时，就意味着具有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人力资源基础。

王 挺 说 ，我 国 公 民 具 备 科 学 素 质 的 比 例 2020 年 达 到

10.56%，2023 年达到 14.14%，表明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

列的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基础进一步夯实扩大。但与世界主

要发达国家总体处于 20%至 30%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相

比，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发展仍需持续发力。

农村居民和老年人是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短板。本

次 调 查 涉 及 的 60 至 69 岁 人 群 具 备 科 学 素 质 的 比 例 为

4.45%，与 2022 年相比仅增长了 0.03 个百分点，仍在 5%以下

的较低水平，老年人科学素质提升较慢。王挺说，下一步，

应继续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精准施策抓好青

少年、农民、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素质提升工作。

一个国家或地区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用具备科学素质公

民占 18 至 69 岁总人口的百分比表示。据介绍，对照国际通

行的测评标准，本次抽样调查问卷考察科学知识、科学方

法、科学精神与思想、应用科学的能力等四个方面指标，权

重分别为 40 分、20 分、20 分、20 分，总分 100 分，当总得分达

到 70 分即判定为具备科学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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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墩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

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

等级墓葬，为研究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陵

墓制度，以及楚国东迁后的历史文化，提供

了系统性的考古资料。”4 月 16 日，安徽省

淮南市，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武王墩墓最新

考古发现。

武王墩墓位于淮南高新区三和镇徐洼

村，北依舜耕山，南为开阔平地，西距楚寿

春城遗址约 15 公里，是一处战国晚期楚国

的高等级大型墓葬。因其历史上多次被

盗，地下文物安全面临威胁。 2019 年，国

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对武王墩墓进行抢救

性考古发掘。

2020 年 ，武 王 墩 墓 考 古 工 作 正 式 启

动，被列入“考古中国”课题重点项目。经

过连续 4 年的勘探、发掘，今年 3 月开始文

物提取。一连串的考古新发现，备受关注。

已发掘楚墓中最大的一座

4 月 16 日下午，记者跟随安徽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武王墩墓考古发掘队

领队宫希成，来到发掘现场。

武王墩墓考古项目由安徽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主持，并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

心、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和淮南市文物考古

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同时，国家文物

局成立考古专家组和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

专家组，全程指导工作。

“正在发掘的武王墩一号墓为主墓，是

已发掘楚墓中最大的一座。”宫希成说，经

考古调查、勘探确认，武王墩一号墓外围设

有独立陵园，四周为环壕，周长约 5000 米，

陵园总面积约 1.5 平方公里。陵园内发现

了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遗迹。

一号墓坐西朝东，是座带封土的“甲”

字形竖穴土坑墓。从顶部看，封土堆整体

呈覆斗状，高出地表约 16 米，总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四壁有逐级内收的台阶共 21
级，形制规整。用巨大枋木构筑的椁室呈

“亚”字形，中心为棺室，四周各有一个边

室，整个椁室被分隔为九室，有人戏称其为

“八室一厅”。

“这种复杂的多重棺椁结构，也是目前

国内首次见到的、结构清晰明确的九室楚

墓。”宫希成介绍。

初期发掘收获超出预期

虽 然 一 号 墓 目 前 只 进 行 了 1/3 的 发

掘，但收获已超预期。

一个重磅发现是，一号墓东 1 室南端

放置的大鼎，粗测口径超过 88 厘米，大于

已知最大的楚国青铜器楚大鼎，引起考古

界瞩目。

有望刷新楚大鼎尺寸纪录的武王墩铜

鼎，目前还“躺”在东 1 室，等待进一步发

掘。与该鼎同处一“室”的还有不少青铜

器。“像这样保存完整、又比较成套的青铜

器，比较罕见。”宫希成介绍。

文字具有特殊的考古价值。此次在一

号墓的椁室盖板上，发现了大量墨书文字，

有 100 多句、近千字，标示着每根椁室盖板

的位置、次序和各个椁室的功能。“这对研

究楚国墓葬营建过程、职官制度、名物称谓

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清华大学出土文献

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黄德宽说。

考古队提取到大量文物，包含青铜礼

器、生活用器、漆木器、乐器、俑等，其中漆

木器数量、种类都是空前的。考古团队专

家、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张

闻捷指着桌上摆着的出土文物说，“已经提

取了上千件编号文物，后面还有很多。”

随着考古进展，各界对墓主身份充满

好奇。其中，认为墓主是楚考烈王的“呼

声 ”最 高 。 宫 希 成 坦 言 ，“ 目 前 还 不 能 确

认。”他解释，虽然通过墓葬规模、形制、营

造的复杂程度及出土文物等方面，可以确

认武王墩一号墓是迄今考古发掘最高等级

的楚国墓葬，但具体与哪位楚王相对应，则

需要明确的、指向性证据。当下，考古发掘

主要集中精力在发掘以及把文物安全运至

文物保护实验室。

“目前，现场发掘已进入椁室发掘第二

阶段，即椁室内部的发掘清理。”宫希成介绍，

力争年内完成一号墓的全部发掘工作，“或

许到那时，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才能解开。”

考古发掘科技含量高

离 考 古 发 掘 现 场 200 余 米 ，是 一 座

3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考古实验室。考古

实验室内设有低温灭菌室、无机质文物保

护室、分析实验室等房间。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龚德才说，此次考

古发掘，在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方面做了

全面、细致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据了解，武王墩一号墓位于淮河流域，

椁室内文物常年浸泡在水中，水面以上的

椁盖板和竹席也处于饱水状态，出土文物

需要及时进行现场应急保护。在国家文物

局指导下，考古团队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

现场保护与多学科研究预案。

武王墩墓考古项目文物保护负责人、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张治国

介绍，目前已顺利提取 443 根椁盖板和盖

板上覆的 78 条竹席，并开展保湿防霉等稳

定性保护工作；加固提取漆木器等脆弱文

物，并在实验室内进行精细化清理和稳定

性保护。

在实验室，记者看见一片成色发黑的

竹席，条条缕缕、经纬分明。“竹席编织工艺

和今天大同小异。经过对竹席进行碳十四

测年，得出竹席年代范围在公元前 400—

前 232 年。”张治国介绍，竹席面积超过 200
平方米，是目前国内外开展的面积最大的

古代竹席提取工作。他们已形成了一套竹

席现场加固提取、包装运输与室内稳定性

保护的技术方法体系。

同时，墓葬碳十四测年、木材树种鉴

定、椁盖板墨书红外识别、漆器和纺织品材

料检测与工艺研究、墓葬埋藏环境分析、植

物考古等多学科研究工作正在开展。在武

王墩墓发现的部分纺织品残片，经分析为

菱格纹样的平纹经锦，纤维材质为桑蚕丝，

系古代高等级服饰丝绸。

随 着 文 物 与 遗 迹 的 陆 续 出 土 ，多 学

科研究团队还将持续对椁室环境及武王

墩一号墓出土文物与遗迹展开系统分析

研 究 ，开 展 各 类 脆 弱 文 物 和 复 杂 堆 积 遗

迹 的 加 固 提 取 、室 内 清 理 及 稳 定 性 保 护

工作。

龚德才说，武王墩墓考古发掘科技含

量高，通过多学科、多平台协作，提高了武

王墩一号墓的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

也提高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能力。

遗址公园建设加快推进

“武王墩墓考古发掘工作充分总结了

以 往 经 验 ，体 现 出 很 好 的 组 织 性 和 科 学

性。”黄德宽对此深有感触。

武王墩墓是近年国家文物局批准的为

数不多的大型墓葬发掘项目，被国家文物

局列入 2024 年工作要点。安徽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武王墩墓考古发掘和遗址保护

工作，淮南市将“重点推进战国楚王陵（武

王墩墓）发掘保护”写入市“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走进发掘现场，映入眼帘的便是搭建起

的白色大棚。“2022年 3月，我们仅用 59天时

间就高标准建成了 4000余平方米的发掘大

棚，确保梅雨季节来临前投入使用。同年 5
月，我们启动考古发掘配套设施建设，用半

年时间建成了面积约 1.5万平方米的考古实

验室、标本室、专家宿舍等配套工程。”淮南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邬平川介绍。

“近年来，淮南市积极推进武王墩墓考

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现已编制《武王墩

考古遗址公园规划（2023 年—2035 年）》，

计划以武王墩墓遗址本体及其历史环境为

基础，打造一个 5600 亩的集保护、展示、休

闲等功能于一体的考古遗址公园。”淮南市

文旅局局长程昊说。

据悉，武王墩墓考古遗址公园预计于

今年下半年开工建设，包括武王墩墓遗址

博物馆、武王墩墓出土文物展示馆（淮南市

博物馆新馆）、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展

示场馆及配套设施。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说，下一步要

持续推进武王墩墓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

多学科研究，树立“大考古”理念，坚持精细

化发掘，协调多学科协同攻关，加强出土文

物和遗址保护，深刻阐释武王墩墓背后蕴

含的战国晚期楚国礼仪制度、手工业和文

化成就。

本报南京 4月 16日电 （记者王伟健）15 日，中国机械

工业联合会组织科技成果鉴定会，宣布一款我国自主研制

的 100 吨超大推力电动振动试验系统研制成功。

这套系统由位于江苏苏州的苏高新股份下属东菱公司

研制，是我国单台最大推力电动振动试验系统，获得多项国

家发明专利，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这是东菱公司继

2007 年研制出最大推力 35 吨振动台、2012 年推出最大推力

50 吨振动台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突破。

据 介 绍 ，这 套 系 统 为 全 球 首 台 套 ，总 体 水 平 国 际 领

先 。 100 吨 超 大 推 力 电 动 振 动 试 验 系 统 的 成 功 推 出 ，可

满 足 我 国 航 空 航 天 、船 舶 、轨 道 交 通 等 领 域 重 大 部 件 乃

至 整 机 的 可 行 性 试 验 需 求 ，提 供 可 靠 的 试 验 保 障 ，为 我

国 高 端 装 备 制 造 的 整 机 和 零 部 件 模 拟 现 实 工 况 提 供 正

弦 振 动 、随 机 振 动 、冲 击 、连 续 碰 撞 等 力 学 试 验 ，还 可 与

环境试验箱配用进行综合环境的可靠性试验等，为我国

重 点 科 研 产 品 进 行 大 推 力 振 动 试 验 的 瓶 颈 问 题 提 供 解

决方案。

100吨超大推力电动振动试验系统研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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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文化自信自强R

◀武王墩一号墓椁室盖

板上发现的部分墨书文字。

▲▶武王墩

一号墓室出土的

部分漆器。

工作人员在清理出土的青铜器。 武王墩墓考古发掘队供图

▲武王墩一号墓内出土的青铜器。

▲武王墩一号墓椁室盖板揭露完毕后的情况。

◀武王墩一号墓室东 1 室文物出土情况。

以上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