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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3月 30日

教育部发出通告，遵照政务
院 的 规 定 ，将 六 一 国 际 儿 童 节
作 为 我 国 的 儿 童 节 ，废 除 旧 的

“四四”儿童节。
1976 年 3月 30日

万吨远洋科学调查船“向阳
红 5 号”和“向阳红 11 号”在太平
洋海域成功进行首次远洋科学
调查。
1979 年 3月 30日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
虚 会 上 发 表《坚 持 四 项 基 本 原
则》讲话。

据据《《学习强国学习强国》》

据新华网 3月 30日消息 首届山西考
古新发现论坛 29 日下午在山西太原举行，
12 项考古发掘项目涵盖了新石器时代至元
明时期的最新考古发现。2020 年，山西累
计开展考古发掘项目共 96 项，出土文物达
9000 余件组。

由山西省考古学会遴选出的 12 项考
古项目分别是运城夏县师村新石器时代遗
址、吕梁离石信义新石器时代遗址、忻州偏
关天峰坪新石器时代遗址、运城垣曲北白

鹅东周墓地、朔州朔城区后寨战汉墓地、运
城盐湖董家营西汉墓地、阳泉城区平坦垴
汉代古井遗址、太原尖草坪区镇城西晋墓
地、大同平城区七里村北魏墓地、晋中榆次
区新付隋唐墓地、太原阳曲戴庄金墓、吕梁
汾阳西关元明墓地。

其中，运城夏县师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揭示出的仰韶早期夯土遗存，是黄河流域
目前发现最早的夯土，对研究中国夯土工
艺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更重要的是，师

村遗址出土 4 枚仰韶早期的石雕蚕蛹，是
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石雕蚕蛹形象，是
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之一。

运城垣曲北白鹅东周墓地出土的一系
列 文 物 ，包 括 果 酒 遗 存 、女 性 化 妆 品 盒
等，填补了中国先秦时期果酒研究空白，
也是目前所知东亚地区发现最早果酒的考
古证据。

经过考古专家和媒体记者的投票评
选，2020 年山西省六大考古新发现当日出

炉，分别是运城夏县师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忻州偏关天峰坪新石器时代遗址、运城垣
曲北白鹅东周墓地、朔州朔城区后寨战汉
墓地、阳泉城区平坦垴汉代古井遗址、大同
平城区七里村北魏墓地。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利用处处长白
雪冰介绍，2020 年，山西省累计开展考古发
掘 96 项，发掘面积达 1.6 万平方米，出土文
物达 9000 余件组，实施了 12 项现场文物保
护和搬迁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高燕） 昨日，记者从
市疾控中心获悉，为加快推进全市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
实，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各
县（区）派出工作组，驻点督导指导各县

（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此次驻点督导将覆盖全市10个县（区），

重点指导接种进度缓慢的县（区），以点带面

督促全市接种工作有序推进。同时，将对各
县（区）落实部署省、市《新冠病毒疫苗分阶段
接种工作实施方案》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百日攻坚行动”计划》情况；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组织发动和宣传教育工作；疫苗供应、储
存运输、接种点设置、规范接种、异常反应处
置等基础工作；接种点设备配置、数据录入
等工作开展情况；疫苗接种进度，动态清零

情况等进行督导指导。
据了解，本次督导指导工作将于 6 月

30 日结束，根据各县（区）工作进展情况分
多轮次进行，主要采取座谈交流、查阅资料
和现场查看等方式，了解各级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工作开展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随
机抽取数个固定、临时和流动接种点，重
点了解疫苗接种情况，开展现场指导。

平城区七里村北魏墓地上榜
山西发布 2020六大考古新发现

上世纪 70 年代，在原阳高县古城公
社许家窑村东南 1 公里的梨益沟西岸的
断崖上，考古人员发现了 10 万年前的人
类化石，这处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旧石
器时代中期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文
化遗物最为丰富和规模最大的古人类
遗址，是旧石器文化的标尺性地点。至
此，许家窑遗址“抖落”满身的浮尘，放
射出璀璨的文化之光。

3 月 27 日上午，记者来到大同市博
物馆，恰逢一个游学团队也来这里探寻
人类进化的奥秘。导游王勇带领学生
们来到“沧桑代地”展厅，这个展厅展示
了大同地区从旧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
的沧桑巨变，展示了人类一步步从野蛮
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

记者跟随学生一起步入展厅，共同
感受远古时代桑干河畔的文明初曙。
导游王勇说：“旧石器时代的大同盆地
是一个面积达 9000 多平方公里的内陆
湖——大同湖，约 3 万年前大同湖萎缩
殆尽，桑干河形成。在这条古老河流的
两岸，先民们择水而居，人类文明以星
火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开来。”

从导游讲解中了解到，桑干河盆地
即泥河湾盆地，是中国以及东亚地区早
期人类繁衍的一个重要区域，小长梁旧
石器遗址、马圈沟遗址的发掘和北京
人、许家窑人、峙峪人的发现证明，桑干
河流域就是东方人类的“摇篮”、中华文
化的发祥地之一。人类进化的发端与
人类文明的衍生，都在桑干河岸边镌刻
下无法磨灭的印痕。

“距 今 约 20 万 年 至 15 万 年 前 ，人
类 由 晚 期 猿 人 阶 段 发 展 到 早 期 智 人
阶段，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导游王
勇介绍，距今约 10 万年前，以许家窑人
为代表的大同早期人类，挥动手中的燧
石 ，敲打出了大同地区远古文明的第一
粒星火，从此，文明的圣火向四周迅速
传递。这时的人类主要以打制石器作
为生产工具，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生活
方式，已开始人工取火，群居而生。

据了解，1974 年，我国著名旧石器
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等在原雁
北地区进行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时，在
阳高县许家窑村发现了一个分布面积相
当大且内含遗物丰富的古文化遗址。
1976 年 3 至 6 月间，贾兰坡等先后对其
进行了 3 次大规模的发掘。遗址内出
土 有 人 类 化 石 17 件 、石 制 品 1.4 万 余
件，以及大量的骨角器和哺乳动物化
石。石器具有华北地区小石器文化传
统，以石球数量众多为特色。经测量，
人类化石的年代约为距今 10 万年，后
被称为许家窑人。许家窑人的发现，
弥补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北京人与旧石
器时代晚期峙峪人之间的空白，对于研
究中国古人类的迁徙、进化等具有重要
的意义。

“沧桑代地”展厅内，以实物、多媒
体等各种 不 同 形 式 ，活 灵 活 现 地 展 示
了 许 家 窑 人 在 山 林 和 水 泽 飞 索 投 石
捕 杀 猎 物 ，用 打 制 过 的 石 器 切 割 兽
皮 ，将 兽 肉 或 投 于 火 堆 或 架 于 火堆之

上烧烤，取熟食大快朵颐等场景。学生
们一路走，一路倾听导游讲解，一个个
人类进化史的知识点、一个个彰显人
类 远 古 文 化的故事深深地铭刻在了他
们的记忆中。

本报记者 田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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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窑遗址：旧石器文化的标尺性地点

我市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驻点督导

许家窑遗址出土的石制品

许家窑遗址 （（阳高县新闻中心提供阳高县新闻中心提供））

新华社北京 3月 30日电 中国广播
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职业道德建设委员
会 30 日在京成立。委员会当日倡议，中
国广播电视从业人员应当遵守 10 条职
业道德行为规范，包括自觉抵制高片酬、
拜金主义和奢靡之风；不抄袭、剽窃他人
创意及成果等。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
范卫平介绍，成立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
旨在规范职业行为，防范失德风险，推广
典型经验，推动行风建设，督促引导广播
电视机构及从业人员遵规守纪、自觉承
担社会责任、恪守职业道德，维护广播电
视行业的良好社会形象。

当日，委员会全体委员审议通过了
《广播电视职业道德建设倡议书》，向全
国广播电视行业发出倡议遵守 10 条职
业 道 德 行 为 规 范 ，包 括 不 发 表 或 传 播
损 害 党 和 国 家 形 象 的 言 论 ，不 发 表 或
传 播 伤 害 民 族 历 史 和 英 雄 形 象 的 言
论；不搞有偿新闻和虚假新闻，自觉抵
制高片酬、拜金主义和奢靡之风；不在
信息传播媒体上制作或传播不实、有害
信息。

倡议的行为还包括：不使用低俗庸
俗媚俗的语言、文字、表演和图像；不参
与录制、提供粗制滥造的作品和技术服
务；不制作、代言和传播虚假广告；不做
影响行业诚信和秩序的违约行为；不抄
袭、剽窃他人创意及成果；不贬损他人名
誉及作品；不涉“黄赌毒”和违反公序良
俗的行为。

中广联合会成立

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

倡议抵制抄袭剽窃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