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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位居世界第一

据悉，新发现的汉中天坑群，不仅数
量位居世界第一，具有稀、奇、峻、雄、
险、秀的特点，还因岩溶系统完整，生态
系统良好，各类地质遗迹均保持着原始状
态，是最完整、最具自然状态的世界级地
质遗迹。国际著名洞穴探险家让?波塔西赞
誉汉中宁强县禅家岩地洞河天坑为“世界
上最美的天坑”。

汉中天坑群位于秦巴山区，主要分布在

宁强县禅家岩镇、南郑县小南海镇、西乡县
骆家坝镇、镇巴县三元镇4个区域。其中，
镇巴县三元镇和南郑县小南海镇天坑群最为
密集，岩溶地貌景观形态最为完整，分别达
19个和16个；单体规模最大天坑为镇巴三元
圈子崖天坑，口径最大处520米，最大深度
320米；还有形态最典型的镇巴天悬天坑、
坑底有原始森林的南郑伯牛大型天坑。

此外，西乡县骆家坝镇集中区发育有雄
伟壮观的天生桥，同时还发现了商周时期川
陕最大悬棺遗址——“神仙崖”悬棺墓。

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国际喀斯特
天坑考察组在重庆、广西一带大规模考察
后，“天坑”这个术语在国际喀斯特学术界
获 得 一 致 认 可 ， 并 开 始 用 汉 语 拼 音
“tian-keng”通行国际。

按天坑分级原则，深度和宽度均超过
500米的为超级天坑，全世界仅有3例，全
部在中国：重庆奉节小寨天坑（地面标高
1331米，深666.2米）、重庆武隆后坪天坑
（总深度约500米）、陕西汉中天坑群。

天坑群或改写地质历史

今年10月底，陕西省组织国内外地质专
家学者，共同对汉中天坑群进行实地勘查和
成果论证。专家一致认为，汉中天坑群不仅
在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一，而且其典型性、原
始性、稀有性、完整性等资源禀赋优异，具
备科学研究、科考探险、观光旅游等多种价
值，达到了世界级地质遗迹的标准。

在汉中天坑群发现之前，全世界发现
并确认的天坑约有130个。中国地质科学院
岩溶地质研究所所长刘同良介绍，汉中天
坑群是湿润热带、亚热带岩溶地貌区最北
界首次发现的岩溶地质景观，也是中国岩
溶台原面上发育数量最多的天坑群；对其
形成机理、条件、演化规律等方面的研
究，将对中国南北方乃至全球古地理环境
及气候变化的对比分析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汉中发现罕见“天坑群”的重要价值在
于，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乃至世界地质遗
迹旅游资源，更填补了世界岩溶地质研究空
白，增加了生物研究原始样本，被专家誉为
改写地质历史的世界级“自然博物馆”。

天坑奇观助力经济发展

除了具备重大科研价值，汉中天坑群
也有着极强的观赏性。天坑四周多为悬崖
峭壁或形态各异的钟乳石，崖壁上有飞瀑
流泉、蝶飞萤绕，底部有原始植被、天坑
生态环境下特有动植物、相互连通的溶洞
群以及地下暗河。

以往经验表明，天坑的发现往往会引
来众多国内外探险爱好者、洞穴爱好者，
也会带动天坑所在地的经济发展。

例如，重庆武隆在发现天坑之前，是
重庆最贫困的县区之一。自天坑发现后，
它几乎成了火炉重庆的避暑山庄，也成为
重庆最富庶的县。

专家一致认为，通过保护性开发、合
理规划，汉中天坑群必将成为陕西省新的
重要旅游目的地，成为陕南地区特别是贫
困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陕西省将全面做好天坑群的保护性开
发工作，适时启动国家乃至世界地质公园
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把这一“地球的礼
物、世界的奇迹”献给全人类。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

世长”道出了中华民族传

统家风家训教育。随着参

加陕西省孝老爱幼道德公

益协会举办的活动，我更

加体会到它的力量所在。

在这里，人与人相见

首先是一个90度的深鞠

躬，看似平凡的举动，却足

以震撼人心。这个细小的

动作所体现出来的，是我

们华夏文明的优良传统和

高尚品德。

这里的人们之所以如

此有礼，是践行《弟子规》

的结果。《弟子规》所传递

的价值观，可以说是“安身

之法、齐家之宝、立国之

本、民族之根”。当我们在

工作生活中有烦恼、有压

力、有痛苦、有纠结时，完

全可以从《弟子规》中找到

解决问题的答案。

如果孩子不听话，或是平时双方沟通

有障碍，我们可以从《弟子规》中的“入则

孝”中找到答案：“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

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现在学生之间，难免有攀比之风。对

此，也可从《弟子规》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

法：“衣贵洁，不贵华”教育我们穿衣服关键

在于整洁，而不在于华丽的名牌；“上循分，

下称家”教育我们消费与收入要成正比。学

生时代，是靠父母支持才得以完成学业，当

前的首要任务是学，而不是攀比。

现在，有些人利用自媒体传播一些子

虚乌有或断章取义的文章。他们一定没有

认真学习“见未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

传”的教诲。如果铭记“人有短，切莫揭。人

有私，切莫说”的经典，就不会人云亦云。

在发生经济纠纷时，《弟子规》的几句

话可以给人以启发：“兄弟睦，孝在中；财物

轻，怨何生”。虽说财是养命之源，但还有一

句话：“财是身外之物，唯有亲情无从价”。

人们常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每

一个家庭的和睦幸福；每一个家庭的和睦

幸福，也离不开良好的家风家训；每一个良

好的家风家训，离不开古圣先贤及《弟子

规》等的教育与引导。愿每个家庭都能好好

学习这些经典，把忠厚家风代代相传。

西安财经学院立足丝绸之路新起点，依托统计
行业信息资源优势，潜心构筑高水平学科平台，打造
“中国（西安）丝绸之路研究院”、“西部能源经济与区
域发展协同创新研究中心”、“西安统计研究院”等一
批立足陕西、服务全国的智库集群，为丝路沿线国家
与地区各级决策部门提供舆情实时监测、经济社会
发展分析与评价，为丝路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提供
科学依据，取得显著成效。

省部共建丝路研究院

2014年12月，中国（西安）丝绸之路研究院挂牌
成立，它是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家统计局依托西安财
经学院，集合国内外研究机构及专家学者，共同设立
的省、部共建的应用型学术研究咨询机构。

研究院聘请了国家统计局、北京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等国内11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
成功举办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多边经济合作战略
与博弈论的发展前景展望国际会议。学校与中国统计
信息服务中心共建“一带一路”大数据研究中心，投入
经费225万元设置了“丝路”专题研究课题28项，投入
经费130万元设置了“丝路”大型专题调查研究项目。

中国（西安）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胡健受邀出
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社科院等承办，30
多个国家高端智库、知名媒体及企业参加的“一带
一路：共同的记忆”国际会议，在智库论坛上发表题
为“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现状与未来”主旨
演讲，与参会的中外35位高端智库专家共同发布
了“智库宣言”。胡健也被有关机构评为2016年中国

高校“一带一路”智库影响力人物。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2015年，为加强社会科学智库建设、整合社会科
学研究资源，陕西颁布了《关于建立首批陕西省哲学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决定》，全省9家研究机构
获批“陕西省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
安财经学院申报的“西部能源经济与区域发展协同
创新研究中心”成功获批建设。

受陕西省政府研究室委托，西安财经学院经济
学院教授李爱鸽率领其科研团队完成的营改增研究
项目——《陕西省全面营改增改革试点调研报告》，
总结了全面营改增改革试点以来，陕西四大行业企
业适应税制转换的变化情况和减税效果，分析了全
面营改增改革试点对陕西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和地
方财政的影响，梳理了陕西省全面营改增改革试点
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陕西省
委书记娄勤俭对报告做出重要批示。

近年来，西安财经学院西部能源经济与区域发
展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多项研究成果获全国大奖，并
被大型企业应用采纳，充分显示了学院为区域经济
发展的服务功能与作用。

统计研究院专家云集

西安统计研究院是国家统计局与西安财经学院
共同组建的统计科学研究机构，国内著名统计学专
家云集于此，高水平科研团队已经形成。

近年来，西安统计研究院注重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由郝俊卿副教授主持起草的陕西省地方标
准《地质公园建设规范》，成为全国地质公园建设、陕
西省A级景区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依据，于
2016年1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由研究人员亢大麟承
担的陕西省旅游局《陕西省旅游业综合贡献率研究》
重点课题研究报告，受到省旅游局高度评价并被采
纳；由于斌教授率团承担西安市发改委的《西安市
2012年能源平衡表》编制报告，为西安市节能降耗提
供了科学的能源消耗基础数据。此外，研究院还承担
了大型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和咨询项目，为陕西省的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十二五”期间，西安财经学院承担各级各类科

研项目895项，其中26项成果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
果奖，智库集群作用日益凸显，服务区域经济的作用
得到充分发挥。

本报电（田立阳）2016年是中秘建交45
周年，也是中拉文化交流年。日前，“天涯若
比邻——华夏瑰宝展”在秘鲁开幕。在参展
的121件组文物中，有69件组来自陕西历
史博物馆，占全部展品的57%。展览中共有
一级文物18件组，其中16件组来自陕博，
占一级展品数量的80%。展览开幕后，陕西
文物受到秘鲁人民的广泛关注。

从史前文明到汉唐盛世，一件文物一
个故事。此次展览分别展示了史前文明、
汉唐盛世和明清生活文化。刚从秘鲁归来
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文物交流中心主任刘
芃介绍，本次展览由中国文化部、国家文
物局、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和秘鲁文化部主

办，展品分别来自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
博物馆和广东省博物馆。按照“展现从史
前文明至周秦汉唐完整序列，最具历史节
点代表性”的标准，选取了本次参展的69
件组陕西文物。

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程旭介绍说：
“南美虽然遥远，但展览可让秘鲁人民近距
离接触中国文物，更好地感受中国文化。”

看千年中国，去陕西西安。近年来，陕
西的文物对外交流工作取得了卓著的成
绩，在对外交流的50年中，陕西文物已先
后到过全球五大洲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巡游世界150多个城市，担当起了“中国文
化使者”的重任。

本报电（潘伟朝、马少辉、栾雅
宁）近日，太白山景区国家5A级旅
游景区挂牌仪式举行。太白山正式
成为陕西省第8家、宝鸡市第2家
国家5A级旅游景区。

近年来，太白山以“显山、露
水、强区”为思路，山城一体的大旅
游发展格局凸显。与此同时，太白
山景区全力构建“景区运营、宣传
营销、文化旅游活动、环境服务、投
资融资”五大体系，建成管理科学、
运营高效、市场规范、环境优良、服
务一流的国际旅游度假区，太白山

已然成为中国生态旅游的新亮点。
如今的太白山，环境一流、秩

序一流、管理一流、服务一流，展现
着国家5A级旅游景区应有的规格。
太白山旅游区党委副书记、管委会
常务副主任陈小平表示，未来，太
白山将实施“景区与度假区一体联
动，同步发展，同步推进”的发展理
念，打造旅游的“太白山品质”，为
蓬勃兴起的度假游打下坚实的品
质基础，为太白山明天的发展谱写
一首融合景点、融合文化、融合生
活、融合产业的旅游发展协奏曲。

本报电（吴丽丽）今年1至11
月份，陕西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出
口水果28.72万吨、货值2.83亿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 21.5%、17.9%。
为支持扩大果品出口，陕西检验检
疫局创新监管机制，促进陕西11
种水果出口至64个国家和地区，
苹果、梨、猕猴桃、葡萄等4种水果
获得10个高端国家的出口解禁。

陕西检验检疫局指导企业建
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出口原料基地，
抓好源头监管；对出口水果采取分

类风险管理，建立溯源体系和不合
格产品的召回制度，确保质量安
全；完善出口企业质量安全体系，
做到风险自控；帮助陕西107家注
册水果加工企业建立了符合出口
标准的采摘、加工、贮存、运输等生
产流程；建立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
质量监管工作机制，实现齐抓共
管；通过创建洛川、富县、白水苹
果，蒲城酥梨，眉县猕猴桃等5个
国家级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大幅提升果品质量安全水平。

本报电（杨旭景）11月 28日，
由西安市发改委、西安国家民用航
天产业基地管委会共同主办的中
国航天军民融合发展大会在陕西
西安航天基地召开。来自工业和信
息化部等国家有关部委，解放军有
关部门，航天科技、国防工业相关
领域的十余名专家以及相关企事
业单位的15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

会上，“陕西军民融合创新研
究院”和“陕西省高新技术与应用
协同创新中心”两个军民融合科技
成果转化平台正式签署共建协议，
建设筹备工作正式启动。陕西军民
融合创新研究院由西安市发改委、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
究所、西安航天基地管委会联合发
起成立，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

学院军民融合研究中心为战略合
作单位，是多方共建“军民融合研
究院+企业+产业园+智库+军民
融合基金”平台体系的核心单位。

研究院力争在3至5年内，布
局尖端科技前沿军民融合项目50
个以上，实现投资孵化军民融合企
业100家以上，培育上亿规模军民
融合高科技企业过10家，形成一
套可推广的模式和经验。

汉中发现“世界最美天坑”
吴绍礼 田立阳

本栏目主持人：田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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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近日发布，汉中发现分布有49处天坑的

罕见世界级天坑群。坑内有原始林区，部分坑底还

有溶洞，洞内分布有石钟乳、石笋、石田、石珍珠

等。此外，还发现了天坑溶洞群的特有动物鼯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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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中天坑震撼人心 资料图片

▼ 天坑溶洞群的特有动物鼯鼠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官方微博

天坑鸟瞰美不胜收 资料图片

建立智库集群 服务区域发展

西安财经学院献策丝路经济
田立阳 周 潇 王命宇

陕博 69 件组文物亮相秘鲁

胡健在“一带一路”论坛作演讲

太白山晋升为国家5A级景区

陕西水果出口实现双增长

中国航天军民融合发展大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