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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
朱超、伍岳）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4 日表示，北京冬奥会彰显的团
结、合作和希望正在为世界各国注
入信心和力量。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宣布北
京冬奥会已成为迄今收视率最高的
一届冬奥会，而且已在全球社交媒
体上吸引超20亿人关注。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这两天，很多外国媒体都以
‘冬奥收视率新高’为题报道北京冬
奥会。”汪文斌说，赛事收视率在欧
美一些冬奥强国成倍增长甚至打破
纪录，在常年不见冰雪的热带国
家，也有很多人关注北京冬奥会。

“这说明，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
虐，但是冰雪运动带来的激情、欢
乐和友谊仍然为全球人民共享，北
京冬奥会彰显的团结、合作和希望
正在为世界各国注入信心和力量。”

汪文斌说，多国奥委会负责人和

体育界人士都表示，运动员们在赛场
上竞争，赛后拥抱、致意，这是一种美
好的场景。“世界各国人民为冬奥喝
彩，为北京加油，一起向未来，这正是
奥林匹克精神的充分体现。”

日本媒体近日晒出65名东京奥
运会和残奥会志愿者对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志愿者的祝福寄语照
片，祝福语包括“不光加油，也别
忘了享受快乐”“全都会成为回忆，
不要留有遗憾”等。汪文斌说，中
方对这些美好的祝福表示感谢。

他说，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
会都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举办的体
育盛会。在这一全球性挑战下，人
类团结合作、共筑友谊、一并点燃
希望火炬的举动更显得弥足珍贵。

“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很
多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与志愿者们
结下深厚情谊的感人故事。”汪文斌
说，“北京冬奥会上这些闪耀着人类
团结精神的瞬间，将会成为人们心
中永远温暖的美好回忆。”

外交部：

北京冬奥会彰显的团结、合作和
希望为世界各国注入信心和力量

新华社南京 2月 14 日电 （记者王珏玢）
“元宵”是农历新年第一个月圆夜。在古人遥望
月宫千年之后，我国的嫦娥五号将月壤样品带
回地球，揭示出更多月球的奥秘。中科院紫金山
天文台科普专家整理出一份月亮“土”味百科，
让您一边吃汤圆，一边增长月亮“土”知识。

月球“土”特产为什么珍贵？中科院紫金
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说，月壤是月球表面
的岩石，它们携带了大量有关月球形成演化的
重要信息。经过23天的探月之旅，嫦娥五号从
此前人类探测器从未踏足过的新区域——月球
风暴洋北部吕姆克山脉带回 1731 克月壤样品。
全新的样品对研究月球表面的风化作用、火山
作用和地质背景、演化等提供了新鲜的一手资
料，这能够大大加深人类对月球起源和演化方
面的认识。

月球“土”发生过什么故事？王科超介
绍，1969年到1972年，美国成功实施了多次载
人登月任务，共带回约 382 千克珍贵的月壤和
月岩样品。美国曾赠送给中国 1 克月壤样品，
我国科学家用其中的0.5克进行研究。中国科学
院院士欧阳自远回忆，用这0.5克样品，中国研
究小组共发表了14篇论文。以黄豆大小的一点
月壤为起点，中国开启了向太阳系星辰大海的
挺进。如今，我们从全新的区域取回月壤，供
中国乃至世界的科学家研究，这是中国航天史

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人类探索和认识月球的重
要一步。

利用此次嫦娥五号取回的月壤，我国科学
家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科学家为玄武岩样
品“测龄”，将月球地质寿命前推了 8 至 9 亿
年；科学家估算出样品月幔源区的水含量仅为
1至5微克/克，表明月幔非常之“干”。嫦娥五
号采集的月壤样品还大大刷新了人类此前对月
球火山活动的认知：着陆区可能存在多期火山
活动，我们也许需要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来解
释月球保持地质“长寿”的秘密。

“科学家关于月壤的研究还在不断深入。随
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于月球的认知早已不限
于神话和传说，但神秘的月壤仍然包含着众多
未解之谜，等待着人类继续探索。相信在不久
的将来，这些来自月球的‘土’特产一定能帮
助人类发现更多关于宇宙的奥秘。”王科超说。

左图：在北京展览馆拍摄的科技创新成就
展展出的月壤样品。（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月“ 土 ”藏 了 什 么 秘 密 ？

新华社北京 2月 14 日电 国务院日前印发
《“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对“十四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
灾等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规划》 要求，“十四五”时期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
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
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防
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主线，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
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最大限度

降低灾害事故损失，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维护社会稳定，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规划》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以人为本、预
防为主、依法治理、精准治理、社会共治，到
2025 年，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重
大进展，形成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
上下联动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建成统一领
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国家应急能力体系，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应急
救援力量建设全面加强，应急管理法治水平、科
技信息化水平和综合保障能力大幅提升，安全生
产、综合防灾减灾形势趋稳向好，自然灾害防御
水平明显提升，全社会防范和应对处置灾害事故
能力显著增强。到 2035 年，建立与基本实现现代

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大国应急体系，全面实现依
法应急、科学应急、智慧应急，形成共建共治共
享的应急管理新格局。

《规划》部署了七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构建优化协同高效的治理模式。二
是夯实应急法治基础，培育良法善治的全新生
态。三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织密灾害事故的防
控网络。四是加强应急力量建设，提高急难险重
任务的处置能力。五是强化灾害应对准备，凝聚
同舟共济的保障合力。六是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增进创新驱动的发展动能。七是推动共建共治共
享，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围绕上述重
点任务，《规划》安排了五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规划》从加强组织领导、投入保障和监督评
估等三方面保障实施，确保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上接第一版）

“致广大而尽精微”

穿过风淋室吹掉灰尘，才能进入一间洁净的实验
室。里面摆放着大大小小的黑色仪器，有的一人多高，
满是镜头和密密麻麻的线路、降温散热的管线；有的只
有半米高，镜片折射出彩色的光芒。一间玻璃房与实验
室相连，计算机计算存储设备集群嗡嗡轻响……

不经人指点，记者很难想到，眼前这台其貌不扬的
设备居然是实验室自主研制、世界领先的显微仪器

“RUSH”——高分辨光场智能成像显微仪器。
“致广大而尽精微”，戴琼海觉得，习近平总书记在

二○二二年新年贺词中引用的这句古语，也可以用来形
容实验室的研究。

拿“RUSH”来说，其他国家研制的仪器每秒拍到千
万像素，“RUSH”可达百亿像素，是国际上首个能实现
小鼠全脑皮层范围神经活动高分辨率成像的仪器。

年轻的副研究员范静涛介绍，通过“RUSH”，研究
者可以在1平方厘米的范围内观察活体小鼠的大脑，研究
大脑功能信号和脑血管舒张是否存在关系；可以观察小
鼠脑部免疫细胞迁移过程，帮助医生研究人体的免疫病

理反应；可以分析癫痫病人病变区域产生的癫痫波，揭
示病理发生机制。

“掌握了工具就等于掌握了武器，工具的突破可能带
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戴琼海说。目前，在“RUSH”助
力下，生命科学领域的探索者正陆续取得诸多重要科研
成果。

2021 年 5 月 25 日，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华大学一
个多月后，《细胞》杂志发表了清华大学成像与智能技术
实验室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了另一款自主研制的新仪
器“DAOSLIMIT”——扫描光场显微镜。

这套超级显微镜实现了活体三维、长时间、高分辨
率的显微观测，为未来更多生物的发现提供了可能。肿
瘤细胞的转移过程，也在镜头下无处可藏，这为肿瘤早
期诊断和治疗开辟了新路径，更为揭示神经、肿瘤、免
疫新现象和新机理等生命科学重大问题突破提供了变革
性工具。

《自然·方法》杂志这样评价“DAOSLIMIT”：“打破
了活体成像的一系列壁垒。”

“先做‘青蛙’，再做‘飞鸟’”

在这个以研发仪器为主业的实验室，研究者大都持

有生物实验资格证，为小鼠动手术是大伙的“基本功”，
还有人用鱼缸认真培养水母。

在实验室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大原始创
新成果往往萌发于深厚的基础研究，产生于学科交叉领
域，大学在这两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越来越体会到交叉学科的优势。
此前，“RUSH”研发出来后，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

4次登门讨论合作事宜，让他们惊讶的是，这个项目在清
华竟然调动了自动化系、电子工程系、精密仪器系、医
学院、药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的力量共同参与。实验室
的合作范围远不止清华校内，乔畅说，自己做过的多项
研究，都是与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等不同高校和机构
的研究者携手完成的。

学科交叉并不是让科研人员成为“万金油”。戴琼海
喜欢用数学家弗里曼·戴森的“飞鸟与青蛙”的比喻教导
博士生，“先做‘青蛙’，再做‘飞鸟’”——在前三年
安心扎透一个问题，像青蛙一样专注；后几年专心培养
找到前沿问题的能力，像飞鸟一样视野开阔。戴琼海希
望，这样培养出来的科研人员“胸怀宽、境界高、眼光
远”“以国际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为重”。

在这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不仅在为中国科技创新
而拼搏，也在为全人类科学事业探路。很多年轻一代的

成果，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肯定。
2021年8月，以李欣阳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在国际上

首次提出成功实现钙成像去噪的方法，欧洲分子生物学
实验室显微技术专家阿尔瓦罗·克雷文纳评价其“有望改
变游戏规则”。

同样是 2021年，博士四年级的周天贶作为第一作者
的论文，提出并构建了光电智能衍射计算处理器，这一
成果得到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工学院院长德米特里·赛提斯
教授充分肯定，认为“证明了光子神经网络能够和类似
电子神经网络竞争”。

两篇论文均发表在 《自然》 杂志的子刊上，两位第
一作者都只有二十六七岁。

“我们有一大批顶尖科学家在顶尖刊物上连续发表研
究成果，整个科学家群体都在快速冲刺。”戴琼海说，“我们
培养的这批‘90后’、‘00后’，一定会扛起历史重任。”

每次在显微镜头前操作，吴嘉敏都有新奇感：“我看
到的现象，是整个人类社会第一次看到，再累也觉得很
愉悦。”这位“90后”教师去年刚入职清华，他看到的，
是肿瘤转移的过程，是淋巴细胞发挥作用的过程，是大
脑神经元运动的过程……

“我们正在打开一扇门，迫不及待想进去看看。”说
这话时，吴嘉敏的双眸闪着光。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

元宵佳节将至，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江南宋城历史文化街区处处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喜庆的节日氛围。
图为2月14日，在江南宋城历史文化街区，游客在拍照游玩。 胡江涛摄 （人民视觉）

张灯结彩 欢度元宵

据新华社昆明2月14日电（记
者赵彩琳、胡超） 2 月 14 日是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曲作者聂耳110周
年诞辰，社会各界会聚聂耳故乡云
南玉溪，以多种形式纪念、缅怀这
位人民音乐家。

此次诞辰纪念活动邀请到了聂
耳精神研究的专家学者、聂耳题材
创作的文艺工作者、聂耳文化宣传
工作者等各领域专家学者，围绕新
时代如何“讲好聂耳和国歌故事”，
大力弘扬“为党奋斗、为国而歌、
为民呐喊”的聂耳精神进行研讨。

参加聂耳 110 周年诞辰启动仪
式的各界人士在聂耳纪念馆向聂耳
雕像敬献鲜花，并参观聂耳纪念馆及

图像中的《义勇军进行曲》——玉溪
市“聂耳和国歌”主题美术创作展。

在当天开展的聂耳诞辰 110 周
年聂耳主题美术作品展上，展出了聂
耳的肖像刻画、故居描绘、聂耳的小
提琴、聂耳与他的朋友等几个方面的
93 件作品，涵盖了中国画、油画、版
画、雕塑等门类，真实再现了聂耳形
象，用图像讲述聂耳故事。

玉溪市市长江华表示，玉溪作为
聂耳的故乡，弘扬聂耳精神，既是一
种历史承载，更是一种责任担当。

据介绍，“聂耳和国歌”音乐文
化系列活动后续还将举办“聂耳和
国歌”音乐文化节和以缅怀聂耳为
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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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经开区的企业陆续复工复产，生
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图为经开区的湖南凯通电子有限公司的工人
正在赶制客户订单。 刘丈国摄

云南玉溪纪念聂耳诞辰11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