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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成公主一行车辇随从远行千
里，抵达逻些城（今拉萨）时，吐蕃使臣持
幡列队，数人双手紧握于胸前，恭迎公主。

这是一幅描绘在布达拉宫白宫门
庭内的壁画，绘制于清代。

这幅表现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盛况
的壁画，向世人展示了汉藏民族交流、
交往、交融的历史性的一幕。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
唤醒深埋在泥土里的历史；透过古老的
壁画，人们听到了历史的回音——在这
片苍茫的高原上，中华民族水乳交融的
故事从古至今不曾中断。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
藏族和其他各民族的交流，贯穿雪

域高原历史发展始终。

唤醒深埋在泥土里的交流史

2017 年，在阿里地区札达县发现的
桑达隆果墓地，出土了大量珍贵遗存。
碳十四测年显示其年代为公元前 366 年
至公元 668年，跨越 1000 年。

桑达隆果墓地地处喜马拉雅山脉
西段北麓，海拔 3700 米。考古发掘遗物
中，有 7 份（6 件）金、银面饰，形制与印
度西北部马拉里墓地、尼泊尔北部桑宗
墓地出土的金、银面饰形制相同或相
近，出土的木俑为青藏高原首次发现，
其形制特征与新疆吐鲁番一带墓葬出
土的木俑形制相同。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
员何伟介绍，当时，人群在此地出现有规
模的聚集，其间经历了政治实体萌芽，经
济社会发展，来自周围包括新疆、尼泊尔
北部、印度北部、西藏拉萨、山南腹地以
及中原汉地的文化在这里交融汇合。

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开启的西藏考
古事业给世人徐徐展现了一幅汉藏民
族在高原大地上交流融合的壮阔画卷。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发掘的昌都卡
若遗址，首次向世人揭示了西藏史前人
类的发展进程与其相邻地区的联系，并
实证了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早期文化

有着密切的联系。
粟，作为我国北方地区的农作物，

首次在卡若遗址被发现，实证了至少在
距今四五千年前高原古人类与我国北
方地区的交流。

2016 年正式发掘的藏北尼阿底遗
址，是目前青藏高原腹地年代最早、世
界 范 围 内 海 拔 最 高 的 旧 石 器 时 代 遗
址。高原出现古人类的时间再一次被
考古发现往前推进了数万年。

尼阿底遗址出土原生地层旧石器
时代石制品 4000 余件，包括石叶。“经过
缜密的科学研究和分析，这一遗址距今
4 万年至 3 万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晓凌博士说。

那么，从远古人类的出现到文明的
进阶，高原大地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研究
员夏格旺堆说：“如同大海是由无数个
支流汇聚而成，截至目前的考古出土遗
存可以证明，雪域高原从古至今都不是

‘孤岛’，这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
跨区域、跨边界、跨文化的观念、传统、
文明在此汇聚，共同铸就了雪域高原绚
丽多彩的文明之花。”

重现壁画上的交往史

初 春 的 雅 鲁 藏 布 江 两 岸 ，万 物 复
苏，绿意渐浓。

位于雅江北岸的桑耶寺，始建于公
元 8 世纪，1996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桑耶”为出乎想象之意。

“桑耶寺乌孜大殿代表世界中心的
须弥山，大殿共三层，底层采用藏式石料
建筑结构和风格，中层采用汉式砖木建筑
结构和风格，上层采用印式木质建筑结构
和风格，各层壁画与塑像也都按照三种风
格绘塑。”桑耶寺64岁的老僧人巴桑说。

桑耶寺，向世人展示了一部开放、
交流、融合的高原文明历史。

走近乌孜大殿内围墙中层的廊壁，
一幅长达 92 米的“西藏史画”壁画，虽历
经风雨已若隐若现，但依然能让人穿越

时空，触摸历史。
将重大的历史事件浓缩在一幅幅

壁画中，是藏族传统文化特有的形态。
古人借此记录历史，期冀恒久传世。

从藏族起源说到松赞干布统一高
原、迎请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文成公主
……按时间顺序、以连环图形绘制的壁
画，可谓是一半泥土、一半匠心，装点了
佛堂，铭刻了历史。

老僧人巴桑向记者娓娓述说了一
段记录在吐蕃王朝赞普赤德祖赞篇壁
画中“宴前认舅”的故事。

他说，一些史书记载，金城公主进
藏一年，腹中怀子，正宫心生妒忌，伪称
有孕。公主生子，正宫竟将其夺走。当
子一周岁，藏王盛开周岁之筵。当日，
众臣齐集王宫，藏王将盛满青稞酒的金
杯，交与太子道：“二母所生独一子，身
躯虽小然灵秀，金杯满注青稞酒，其自
献与汝亲舅，以决孰为汝母后。”太子径
向左侧而去献金杯于汉舅，公主甚喜。

建筑和壁画，承载的不仅是历史，
也是古人的思想。

“在西藏历史中，有一个非常令人
瞩目的事实：自公元 7世纪以来，西藏的
文明无论在地域空间上或是种族与文
化上都强烈地呈现了一种东向发展的
趋势。这种趋势直接构成了自吐蕃时
代以来西藏始终不断地与东部中原王
朝（包括北方蒙古）发生广泛而深刻联
系的原因。”藏学家石硕在著作《西藏文
明东向发展史》中如是说。

始建于公元 1087 年的夏鲁寺，其大
殿底层为藏式传统寺院建筑风格，二层
殿顶则采用内地寺院传统的歇山顶和
飞檐翘角，上盖蓝色琉璃瓦，屋脊有琉
璃砖烧制的飞天侍女、狮虎花卉等图
案，尽显元代工艺风格。

夏鲁寺寺管会第一主任、高僧洛萨
加措介绍，元朝时期夏鲁地方是元帝册
封的西藏十三个万户之一；夏鲁万户长
扎巴坚赞曾在元大都觐见皇帝元仁宗，
获赐金册玉印以及修建夏鲁寺僧院的

黄金百两、白银五百锭等布施。“利用来
自元朝皇帝的助缘，和内地请来的许多
汉族工匠，夏鲁寺因此成为汉藏等各民
族工匠合作的艺术结晶，是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和团结的典范。”

传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交融史

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中国美术学
院的“90 后”“藏漂”李斯楚开设的唐卡
店位于八廓街上。“我是这里为数不多
的汉族唐卡店长，店里除了销售传统藏
式唐卡外，还包括我个人创作的‘可移
动的寺院壁画’。”李斯楚说。

八 廓 街 是 拉 萨 古 城 的 心 脏 和 脉
搏。八廓街的核心——大昭寺内，至今
供奉着当年文成公主进藏所携释迦牟
尼 12岁等身佛像。

李斯楚按照西藏寺院壁画原型，将
其局部绘制在特制的“墙壁”上，创作成
为“可移动的寺院壁画”。店里的作品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唐卡市场的红火，释放了画师的
创作激情与空间，也促进了这一优秀传
统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他说。

距离唐卡店近百米的地方，“90 后”
藏族姑娘妮珍的藏式潮服店门庭若市。

传说中身高达 7英尺，浑身长毛，直
立行走的喜马拉雅“雪人”，在妮珍的实
体店里变成了一个身着藏装、戴着墨镜
的模特，也成为她的品牌 logo，以及潮
服的重要元素之一。

短 短 几 年 间 ，妮 珍 推 出 的“神 兽 ”
“城市牧人”“林卡”等系列服饰，因传统
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时尚结合、传统藏
文化意境与元素的大胆展示，为她引来
众多年轻铁粉。

“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自古
就是交流互鉴的沉淀，而我眼中新时代
的藏文化，是对优秀藏族传统文化的延
展和新时代文明结合的创新。”妮珍说。

妮珍的团队里有藏族、汉族员工，
工作地点更是翻越雪山草地，设在拉
萨、上海、武汉、成都，以及法国、意大
利、美国，通过“云办公”的方式，碰撞多
元文化交流的火花，开拓品牌市场。

如今，漫步古城拉萨，在布达拉宫
古老的石阶之上，在大昭寺唐蕃会盟的
石碑前，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里，传统
与现代完美融合，信仰与世俗和谐相
融。人们为更加美好的生活奋斗奔波
的景象，已成古城最美的人文风景。

新华社拉萨 4月 5日电

画出雪域高原的文明年轮
——跨越时空的中华文明汉藏民族交融史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边巴次仁 春拉

鹿回头，位于三亚正南端，是经亿
万年浪击沙叠形成的“半山半岛”。在
这里，一段黎族青年追逐鹿女的爱情神
话传了千百年。当科考母船载着“奋斗
者”号等装备，由此进入南海、印度洋、
太平洋，中国征服深远海的故事，也被
一一记录和传颂。

从理论到核心技术，从模型到科考
利器，从浅海到万米深渊，年轻的中国
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
称中科院深海所），背负着海洋强国的
使命，不断摸索突围，昔日小渔村崛起
一座深海科技高地。

科技自立自强 锻造大国利器

2011 年筹建、2016 年正式成立的
中科院深海所，承担着国家深海科学研
究和深海关键技术、装备的研发重任，
自建所始就坚持走科技自立自强之路。

“我们用了短短 5 年时间，就先后
完成了两艘科考船的改造和作业设备
国产化的任务。”中科院深海所副所长
阳宁说。

2014 年，中科院深海所在国内率
先向大于 6500 米的海斗深渊进军，成
功研制“天涯号”等系列无人深渊科考
装备。那一年，我国第一次拥有进入和
探测万米深海的能力。

2017年，4500米级载人潜水器“深海
勇士”号在我国南海完成海试。总设计师
胡震评价说，低运维成本的它，基本可以
覆盖全世界海域资源可开发的深度。

2020 年、2021 年，中科院深海所牵
头组织科研单位前往“地球第四极”马
里亚纳海沟，分别完成了“奋斗者”号全
海深载人潜水器的海试和科考应用任
务。21 次万米下潜，见证了我国科考
人对深海极限的挑战。

培养战斗精神 锤炼实干队伍

当电视上科研人员在湛蓝的大洋

上升起五星红旗，当“奋斗者”号模型亮
相国家科技馆，当科考船返港后迎接人
群簇拥而上……这背后，是少有人知的
深海科考人的艰辛付出。

“深海科考是技术风险极大、工作强
度极高的工作，常常要在晕船、体力不支
的情况下，完成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阳宁说：“我们坚守的格言是‘宁冒
风险，不当逃兵’，在每一个科考现场，大
家都能凝聚在一起。”正是这种战斗精
神，开启了我国深渊科考万米时代。

越挫越勇，屡战屡胜，得益于中科院
深海所在人才培养上率先打破“四唯”：
以业绩、实际能力和合作精神为主评价
工程技术人才；以业绩和论文水平为主
评价科研人才；以最复杂的海况和最艰
苦的实地作业锻炼科考人员，造就了一
批平均年龄只有35岁的骨干人才队伍。

实现追赶跨越 持续探索革新

科考船发动机一旦轰鸣，神秘的深
海不再是“梦想和远方”。

从 三 亚 市 区 延 伸 向 海 的 鹿 回 头
半岛上，中科院深海所不但逐渐成为
国家深海重大装备的集结地，也成为
国际高水平深海科考人才的聚集地，
实现了深海科考领域“从进入到探测
到开发”“从跟跑到并跑到局部领跑”
的跨越。

享誉国际的中国“深潜院士”汪品
先认为，近半个世纪来，地球科学一项
最大的进展,是深海世界的发现。

“所有的艰难，都不会阻挡我们对
深海的向往。”阳宁说，中科院深海所已
经开始谋划新一轮的创新和变革，“我
们正在打破系统、部门和学科界线，与
国内 100 多家单位合作，构建‘小核心、
大网络’创新体系，为新型举国科研体
制的建立积极探索，为人类认识、保护、
开发海洋做出更多贡献。”

新华社海口 4月 5日电

挑 战“ 地 球 第 四 极 ”：
渔村崛起“深海科技高地”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 陈凯姿

连日来，来自全国多个省份的数万
名医护人员快速抵达上海，立即投入紧
张忙碌的疫情防控工作，他们有的在方
舱医院救治病患，有的在社区街道核酸
检测……“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铁流滚滚”，他们来了！

当前，上海的疫情还在高位运行，
形势极其严峻。4 月 4 日，上海单日新
增阳性感染者数量突破 1 万例，总数
达 到 了 13354 例 。 3 月 以 来 的 这 波 疫
情，上海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超过 7.3
万例。

一方有难，八方驰援！这两天的
上海虹桥火车站“铁流滚滚”，十余趟
高铁列车将来自于武汉、天津、山东、
南昌等地的数千名医护人员和医疗物
资运抵上海。仅 3 日至 4 日，华东空管
局就保障上海虹桥、浦东两大机场接
收来自 7 个省市和部队援沪医疗队包
机 航 班 26 架 次 。 河 南 医 疗 支 援 队 以
每 10 分钟 1 架次密集编队从郑州飞抵
上海虹桥机场。

“我们 4 月 2 日晚上接到任务，立即
选派医护人员集结队伍，做好准备，3
日就抵达上海了。”山东省泰安市中心
医院护理部副主任亓琴说，全院派出
60 名医护人员，分别来自呼吸、重症、
中医、院感等多个科室。

本次支援上海的医疗队中，有不
少 医 护 人 员 曾 经 多 次 参 与 抗 疫 支 援
任务。

武汉金银潭医院南区重症监护室
护士长程芳说：“接到医院通知要支援
上海，我第一时间报了名。当年，上海
也是第一批支援我们的。”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
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滕涛说：“我们医院
来的 28 名医护人员中，有的支援过武
汉抗疫，有的支援过青岛抗疫，都是最
有经验的精锐力量。”

“2020 年，我在湖北奋战了 58 天，
当时对病毒还有很多未知和不确定。”
山东省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副主任护
师高鸿翼对记者说，“随着我们对病毒
认识的深入，对控制传染方面的体系
不断完善，我有信心一定可以打赢变
异病毒。”

2500万人做核酸，有他们的
辛勤付出

4 月 4 日，上海最大规模核酸检测
启动，覆盖全市 2500 万人，检测现场就
有不少来自各地的援沪医疗队。

4 日凌晨 2 时许，浙江省援沪医疗
队队员章月桃和同事们就准备从浙江
启程。根据统一部署，台州市中心医院

的援沪队员必须在 4 日 12 点之前，完成
松江区泗泾镇 9 个村居民、共计 31120
人次的核酸样本采集。4 日 11 时许，
31120 例标本采样工作顺利完成。

一位老家杭州的上海市民看到了
来自杭州的医疗队在社区里做核酸，忍
不住激动落泪。一位来自武汉的医护
人员，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做核酸，
老人双手合十连声感谢，“这么大老远
跑来帮助我们，真的谢谢！”

“把上海的病人治好，把我们
的队伍带好！”

4 日清晨，位于崇明区的花博园复
兴馆方舱医院开舱，接收首批轻症和无
症状感染者。这一方舱医院共分 4 个
区域，有 2700 多张床位。来自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的医疗队
和安徽省援沪医疗队联合入驻。

收治前，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的医疗队员朱明华现场安排
患者收治工作，明确收治流程。“必须
要注意所有患者可能出现的情绪。”开
舱后，一辆辆大巴将轻症患者和无症
状感染者运送至舱门口，人员下车后
进行信息登记并入住，医护人员一对
一确认有无基础疾病和症状、是否有
疫苗注射史等信息，再采取下一步的
救治和护理措施。

59 岁的后勤管理人员费永秀来自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舱后，
她和另 2 名同事带领着 50 多位工勤人
员忙碌在舱内，处置医疗废弃物，并帮
助医护人员疏导患者情绪。“工勤人员
必须和医护人员紧密配合，能多做的就
多做一点。”费永秀说。

“我们的目标就是把上海的病人治
疗、照顾好，还要把我们的队员一个不
落地带回家。”安徽援沪医疗队队员周
翠梅说。

在花博园复兴馆方舱医院之前，
上海已将闵行体育馆、嘉定体育馆、世
博展览中心、新国际博览中心等多个
体育场馆或会展中心改建成方舱医院
并投入使用。其中，新国际博览中心
是迄今上海规模最大的方舱医院，设
计 床 位 超 15000 张 。 来 自 天 津 、湖 北
和江西的医疗队近日将入驻并参与收
治工作。

并肩战斗，同心守“沪”。记者留意
到，不少山东援沪医疗队队员的背包上
挂着红色中国结，格外醒目。“这个中国
结是我们出发前的约定，我们齐心协力
击退病毒，也将好运带给上海！”

新华社上海 4 月 5 日电 （记者 贾
远琨 潘旭 杨有宗 张建松 袁全 张
梦洁）

数万医护八方驰援
同 心 守 “ 沪 ”

新华社记者

4月 5日在华蓥市禄市镇凉水井村生态园拍摄的乡村旅游公路（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地处山区的四川省华蓥市坚持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乡村道路，加大建设投入，完善

管养机制，提高农村道路运输服务水平，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发（邱海鹰摄）

（上 接 第 一 版）暂 不 可 使 用 微 信“ 扫
一扫”。

6.场所码主要应用在哪些地方？
场所码适用于集中隔离场所、转

运车辆、铁路客运、道路客运、民航、
城市公共汽电车、城市轨道交通、出
租汽车、药店、理发店、美容厅、足疗
店、公共浴室、棋牌室（麻将馆）、影剧
院、歌舞娱乐场所、游艺娱乐场所和
上 网 服 务 场 所 、开 放 或 半 开 放 式 剧
场、农集贸市场、小区、餐厅（馆）、咖
啡馆、酒吧和茶座、银行、写字楼、办
公场所、酒店、宾馆、商场和超市、展
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
馆、会展中心、旅游景点、教培机构、
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邮政快递业、体

育场馆、游泳场所、健身运动场所、进
口物资转运等 39类重点场所。

7.场所如何注册申请场所码？
场所码注册实行属地负责制，各

场所可向所在地街办（乡镇）或社区
（村）进行申请，场所信息归集并录入
专用系统后，自动生成包含场所位置
信息的场所码。场所码应张贴到醒
目位置，方便群众扫描。

8.场所码谁来查验？
各类重点场所要落实日常管理

主体责任，安排专人查验，对无智能
手 机 或 不 能 使 用 扫 码 系 统 的 老 人 、
儿 童 等 特 殊 群 体 ，保 留 手 工 信 息 登
记措施。

9.场所码扫出红黄码怎么处置？

对在本场所发现的健康码红码
人员立即采取临时隔离管控措施，报
驻 地 防 控 办 调 查 ，先 行 集 中 隔 离 管
控，及时开展核酸检测，结合核酸检
测结果和流调情况分类处置；对发现
的黄码人员要禁止其进入公共场所，
告知其做好个人防护，不得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立即返回驻地，由驻地街
办、社区落实后续追踪管理措施。

10.扫描场所码会泄露个人信
息吗？

场所码系统配备严密的数据安
全保护措施，根据国家信息安全及个
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条例，扫码单位无
法采集个人相关信息，所有数据仅限
用于疫情防控，请大家放心使用。

（上接第一版）新增准驾车型“轻型牵
引挂车”，允许驾驶小型汽车列车，更
好满足群众驾驶房车出游需求，促进
房车旅游新业态发展。

2 项减证便民服务新措施 4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即：推行申请资料和
档案电子化。实行申请资料电子化采
集、档案电子化管理，驾驶人考试信息
网上转递，实现交管业务办理“减环
节、减材料、减时限”。推行部门信息
联网共享核查。与医疗机构等部门信
息联网，共享体检等信息，群众办理业
务时免予提交相关证明凭证。

此次修订部门规章，坚持防风险保
安全，严格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安全准
入管理，从源头上预防道路交通事故，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项交管便民利企新措施
4 月 1 日 起 实 施 我市 39 类重点场所启用“ 山西场所码”

四川华蓥：“ 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