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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郑 州 9 月 5 日 电

（记者桂娟 史林静）近日，河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厦门大学等

单 位 在 国 际 学 术 期 刊《科 学 通

报》发表研究成果，研究发现距

今 7000 年 左 右 的 仰 韶 村 古 人

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重要的

遗传贡献。

该研究成果表明，各地汉族

人群有 57％－92％的遗传成分

来自以仰韶村古人为代表的新

石器时代黄河中游地区古代人

群，而这一比例在西藏藏族人群

中也高达 70％－80％，华南地

区的苗瑶和壮侗语人群也有大

量血统来自新石器时代黄河中

游地区古人。

这 篇 题 为《古 代 基 因 组 揭

示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人群动

态 历 史》的 研 究 论 文 首 次 发 表

了仰韶村遗址 8 个属于仰韶文

化和龙山文化个体的古基因数

据 组 ，并 通 过 对 这 一 时 期 古 人

基 因 组 研 究 分 析 ，发 现 仰 韶 村

遗址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相关

人群之间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

性 ，并 对 中 华 民 族 的 形 成 有 着

重要的遗传贡献。

仰 韶 村 遗 址 位 于 河 南 省

三 门 峡 市 渑 池 县 ，从 1921 年

第 一 次 发 掘 以 来 ，该 遗 址 见

证 了 百 余 年 中 国 考 古 学 的 发

展 ，其 发 掘 标 志 着 中 国 现 代

考 古 学 的 诞 生 ，仰 韶 文 化 也

是 中 国 考 古 史 上 第 一 个 考 古

学 文 化 名 称 。

“尽管仰韶村遗址在中国考

古学史和仰韶文化研究史上占据

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我们对仰韶

村古代人群的来源历史及其对中

华民族的贡献知之甚少。”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

说，最新研究填补了新石器时代

黄河中游人群古基因组数据的部

分空白，对理解黄河中游新石器

时代人群历史和中华文明的起源

和传播有着重要作用。

据 了 解 ，国 际 学 术 期 刊

《科学通报》由中国科学院、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 共 同

主 办 ，在 国 际 多 学 科 交 叉 领 域

排名前五。

研 究 表 明 汉 族 、藏 族 等 族 群
主要遗传成分来自黄河中游地区古人

新华社记者 黄垚

近期，南方多地高温天气已经持

续多日，不少地方出现 35℃以上甚至

达 40℃ 的 高 温 天 气 。 中 央 气 象 台 5

日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数 据 显 示 ，刚 刚 过 去 的 8 月 ，江

淮、江汉大部、江南大部及重庆、四川

东部等地高温日数超过 15 天，226 个

国家级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阈

值标准，浙江义乌（42.8℃）等 18 个站

突破历史极值。

高温为何持续出现？中央气象台

首席预报员张涛分析，高温天气出现

的区域主要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受副

高控制的地方以晴好天气为主，有利

于持续的日晒辐射加温。此外，副高

控制区域盛行下沉气流，晴热少云，也

利于空气下沉增温。

“ 川 渝 地 区 还 因 为 地 处 四 川 盆

地 ，不 利 于 热 量 水 平 交 换 。 周 围 山

地 阻 挡 使 得 盆 地 内 热 空 气 无 法 排

出 ，导 致 热 量 堆 积 ，加 剧 了 高 温 天

气。”张涛说。

本 轮 高 温 天 气 呈 现 影 响 范 围

大 、持 续 时 间 长 、局 地 强 度 强 等 特

点 。 张 涛 表 示 ，副 热 带 高 压 作 为 大

尺度、全球性的大气环流系统，主导

的高温天气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都

较大，因此高温覆盖范围广、持续时

间长。此外，受地形、小尺度天气系

统 等 其 他 因 素 影 响 ，高 温 天 气 还 出

现局部地区强度较强的特点。

受 持 续 高 温 影 响 ，四 川 盆 地 中 南 部 、重 庆 、

湖 北 中 西 部 、湖 南 北 部 以 及 安 徽 中 部 、江 西 北

部 、贵 州 西 部 等 地 目 前 出 现 中 度 气 象 干 旱 ，局

地达到重旱。

据预报，未来两周我国长江流域中上游部分

地区仍多 35℃以上的高温天气，四川盆地、江汉、

江南、华南北部等地高温日数将有 5 至 10 天，重

庆等地高温日数将超过 10 天，川渝局地最高气温

可达 40℃至 42℃。

中 央 气 象 台 发 布 的 农 业 气 象 周 报 显 示 ，高

温天气对部分一季稻、玉米等作物产量及晚稻

孕穗抽穗有不利影响，也易造成柑橘、油茶等品

质下降，农田土壤缺墒范围可能扩大，部分地区

农业干旱将持续或发展。建议江汉、江南及四

川盆地等地采取合理灌溉、以水调温等措施防

范高温干旱不利影响。

专 家 提 醒 ，高 温 天 气 下 公 众 需 采 取 相 应 防

护措施，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户外工作人

员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注意防暑降温。

（新华社北京 9月 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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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姜琳 黄垚

中 央 组 织 部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部 近 日 印

发 通 知 ，进 一 步 改 进 和 规 范 事 业 单 位 公 开 招 聘

工作。针对当前有的地方和部门蓄意规避公开

招聘程序和要求、招聘资格条件设置不合理、资

格 审 查 不 规 范 等 突 出 问 题 ，通 知 提 出 了 哪 些 新

举 措 、新 要 求 ？ 如 何 更 好 维 护 应 聘 人 员 平 等 就

业的权益？

看点一：合理设置资格条件，
防止“萝卜招聘”

所谓“萝卜招聘”，指为有关系的候选人“量

身定制”的招聘条件或者职位，从而帮助其成功

应聘。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司负

责人介绍，针对公众高度关注的“萝卜招聘”“因人

画像”等问题，通知要求，综合分析研判岗位职责要

求和近几年招聘情况等，明确招聘岗位类别和等

级，科学设置学历学位、学科专业、年龄、工作年限

等条件，不得设置歧视性、指向性以及不合理的限

制性条件。

为 营 造 公 平 竞 争 的 环 境 ，通 知 提 出 ，要 按

照 招 聘 公 告 明 确 的 资 格 条 件 进 行 资 格 审 查 ，符

合公告所列条件的应聘人员原则上都应当允许

进入下一个招聘环节，不得进行“简历筛选”。资

格 审 查 工 作 不 得 委 托 考 试 服 务 机 构 等 第 三 方

进 行 。

应 聘 人 员 与 招 聘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有 亲 属 关 系

的，应当要求在报名时主动报告，其中与领导人员

有亲属关系的要从严审核把关，切实防范“近亲繁

殖”问题。

看点二：切实提高命题质量，
确保面试公平公正

“围绕少数公开招聘中存在的命题质量不高、

考务委托乱象以及高科技作弊等安全风险，通知要

求增强招聘考试针对性和科学性，严明纪律要求，

坚决防止出现试题抄袭拼凑、重复使用等问题。”上

述负责人表示。

自主命题的，应当抽调熟悉人才测评技术和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相关政策规定、了解拟招聘岗位履

职要求的相关领域专家参与命题；委托命题的，应

当选择专业水平高、符合保密要求等条件的考试服务机构承担命题

工作。

通知要求，确保面试工作公平公正。面试考官一般应当在 5 人

以上，其中外部邀请考官人数不得少于三分之一。同一岗位的考生

原则上由同一考官小组使用同一套面试题本进行面试。面试室应当

配备录像、录音设备，全程记录面试过程。

看点三：不得自行制定倾斜政策、随意扩大
倾斜范围

专项招聘、加分等属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倾斜政策，中央

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有明确规定，如面向退役军人、国家

设立的基层服务项目期满考核合格人员的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政

策等。

“但在实践中，有的地方自行制定出台倾斜政策或者随意扩大国

家规定的倾斜范围，造成政策不平衡，违背公平公正原则。”上述负责

人说，为此，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不得自行制定面向特定

人员的专项招聘、加分等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倾斜政策，不得随意扩大

国家规定的倾斜政策范围。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考虑地方工作实际，为稳妥做好政策衔接

过渡，保障相关群体合法权益，将在后续组织实施中指导各地准确把

握政策精神，区分情况对现有倾斜政策进行规范，对确有必要继续实

施的将按程序予以保留。

看点四：加强公开招聘统筹，避免过于分散

“针对有的地方和部门（单位）公开招聘工作过于分散、组织成本

较高、考试安全风险较大等问题，通知从确保公开公平公正、提高工

作效率、降低组织成本、防范化解风险等出发，明确要求加强公开招

聘工作统筹。”上述负责人介绍。

通知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所属事业单位中较低等级岗位由

主管部门集中组织公开招聘，地方事业单位分层级、分类别统一组织

公开招聘分别提出具体要求。

同时，考虑高校、科研院所、公立医院以及其他规模较大、面向社

会提供公益服务事业单位的实际情况，通知明确可以按照规定程序

和要求自主组织开展公开招聘，不简单搞“一刀切”。

（新华社北京 9月 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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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吴慧珺

火星探测又传来新消息！

9 月 5 日在安徽黄山举行的第二届

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天问三号

任务总设计师刘继忠透露，我国天问三

号任务计划 2028 年前后实施两次发射

任务，实现火星样品返回地球。

人类为何要去探火？

作为离地球较近且环境最相似的星

球，火星一直是人类走出地月系统开展

深空探测的首选目标。

火星，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距离地

球最远时有 4 亿公里，最近时大约 5500

万公里。即使最近时，也是地球到月球

距离的一百多倍。

从喜剧《火星叔叔马丁》中火星人意

外掉落地球，到科幻电影《火星救援》中

人类在火星生存……这颗遥远而神秘的

红色星球，引发人们无限遐想。

上 世 纪 60 年 代 ，人 类 开 始 火 星 探

索。迄今为止全世界开展了四十多次火

星探测任务，实现了对火星的飞掠、环

绕、着陆和巡视探测。

2021 年，天问一号成功落火，这是

我国首次实现地外行星着陆，使我国成

为第二个成功着陆火星的国家。陆续取

得的科学成果，丰富了人类对火星演化

历史、环境变化规律、火星表面典型地形

地貌成因等的认知。

火星取样返回，是未曾有国家突破

的世界难题。中国如何突破？

刘继忠介绍，天问三号作为我国第

二次火星探测任务，确立生命痕迹探寻

为第一科学目标，将突破火面采样、火面

起飞上升、环火交会和行星保护等关键

技术，实现火星样品返回地球。

与此同时，天问三号任务将开展国

际载荷合作、样品和数据共享、未来规划

共同研究等三方面国际合作。“我们将联

合各国或科研机构开展火星科研站的使

命与任务定义、需求分析、概念研究、实

施方案设计、关键技术攻关等，共建火星

家园。”刘继忠说。

从载人航天飞出地球到奔月探火走

向深空，广大航天人不断创造新的历史，

也推动航天成果为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

力量。

2025 年前后发射天问二号，开展小

行星探测任务；2030 年前后发射天问四

号，开展木星系探测任务；2035 年前建

成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随着深空

探测的时间表日渐清晰，中国人探索太

空的脚步正迈得更大、更远。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人类千年天

问将得到更多答案。

（新华社合肥 9月 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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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广西柳州市部分中小学把人工智能纳入常态化教学体系，培养

和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

近年来，广西柳州市教育部门陆续在全市 70 多所中小学校开展人工智

能教育，在试点学校建设人工智能实验室，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机器人教

育等教学，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9 月 2 日，在广西柳州市第八中学南校区人工智能课堂上，科创老师带领学生

操控智能机器人。 本组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9 月 2 日，在广西柳州市第

八中学南校区学生在组装智能

机器人。

9 月 4 日，在广西柳州市东环路

小学人工智能课堂上，学生通过编程

让机器人进行功夫表演。

9 月 4 日，在广西柳州市东环路小学人工智能课堂上，学

生在科创老师的带领下在智能设备上练习编程。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姜帆 黄耀漫

在青藏高原最大冰原——普若岗日

冰原 10 号冰川末端两三公里处，30 个黄

色、绿色的帐篷和活动房拔地而起。记者

4 日 来 到 这 个 海 拔 5400 米 的 营 地 时 看

到，一些人或拿着测量仪器、或带着所采

样品，来往于营地和冰川、冰川融水河流

之间。这些工作在高海拔地区的人，均为

正在进行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

研究的科考队员。

今 年 8 月 启 动 的 第 二 次 青 藏 科 考

“ 守 护 水 塔 ——‘ 一 原 两 湖 三 江 ’重 大 标

志 性 科 考 活 动 ”，聚 焦 普 若 岗 日 冰 原（一

原）、色 林 错 — 纳 木 错（两 湖）和 长 江 源

— 怒 江 源 — 雅 江 源（三 江）等 关 键 区 域 ，

开 展 综 合 科 学 考 察 研 究 。 由 此 ，海 拔 最

高 的 冰 川 末 端 大 营 —— 普 若 岗 日 冰 原

科 考 主 营 地 应 时 而 建 。 同 时 ，本 次 科 考

还 建 有 双 湖 科 考 保 障 基 地 、纳 木 错 站 等

4 个科考分营地。

普若岗日冰原位于羌塘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的核心区域，在我国海拔最高的县级

行政区——西藏双湖县东北约 90 公里。

它是世界上高原冰川的典型代表，由多个

相互连接的平顶冰川构成，从冰原中心向

四周山谷放射溢出 50 多条冰舌，是中低纬

度最大的冰原。

由于全球变暖，普若岗日冰原处于退

缩状态。研究显示，2000 年普若岗日冰原

面积为 420 余平方公里，2021 年面积已缩

减为约 389 平方公里。

“ 守 护 水 塔 ——‘ 一 原 两 湖 三 江 ’重

大 标 志 性 科 考 活 动 ”共 有 6 个 科 考 分

队。其中，亚洲水塔变化与影响、生态系

统 与 碳 循 环 、高 山 环 境 与 健 康 等 3 个 科

考 分 队 的 队 员 ，将 利 用 普 若 岗 日 冰 原 主

营地开展科考。

4 日，亚洲水塔变化与影响科考分队

的多个科考小组队员抵达营地。第二次

青藏科考队高级工程师李久乐告诉记者，

普若岗日冰原科考主营地建设完成后运

行平稳，根据不同任务，每天有人来、有人

走，当天营地有 36 人。9 月下旬，营地将

会迎来科考启动以来的人员驻扎高峰，接

近 120 人。

在高海拔地区，由于气压原因，饭菜

较难做熟，但记者在营地午餐时，不仅吃

到 了 煮 熟 的 米 饭 ，还 吃 上 了 自 助 可 口 的

四菜一汤。住宿方面，营地共有 18 间宿

舍，每间宿舍可住 8 人，另有多个高海拔

露营帐篷。

“在如此高海拔的地方睡觉，确实需

要数天来适应，但伙食方面，我们会尽力

为科考队员做出可口的饭菜，使他们更好

地开展科考工作。”负责营地伙食的保障

人员说。

目 前 ，亚 洲 水 塔 变 化 与 影 响 科 考 分

队普若岗日冰原冰芯钻取与冰面过程科

考 小 组 已 完 成 前 期 冰 面 探 路 ，并 初 步 开

展 了 冰 川 末 端 与 冰 面 观 测 营 地 建 设 ，冰

芯 组 与 冰 面 过 程 观 测 科 考 小 组 、冰 原 老

冰 样 品 采 集 组 已 进 驻 营 地 ；生 态 系 统 与

碳循环科考分队普若岗日冰原冰缘带植

物和冰原植被生态系统两个科考小组已

完 成 植 物 生 长 季 分 布 考 察 ；高 山 环 境 与

健康科考分队普若岗日冰原大气环境变

化与人体生理适应科考小组也已开展冰

面工作。

记者了解到，普若岗日冰原冰芯钻取

与冰面过程科考小组的队员们正陆续来

到营地。本次科考在冰芯钻取方面，将在

普若岗日冰原钻取透底冰芯和系列海拔

梯度浅冰芯，获得不同时间尺度的冰芯气

候记录，揭示不同时间尺度的环境变化特

征；冰川测厚方面，将开展普若岗日冰原

大范围剖面的冰川厚度测量，获得普若岗

日冰原冰川厚度分布图；冰川变化及其水

文过程方面，将监测普若岗日冰川物质和

能量平衡过程，揭示冰川消融特征及其对

融水径流的影响。通过考察研究，更好地

认识冰冻圈变化对亚洲水塔变化的作用

和对水资源变化的贡献。

（新华社拉萨 9月 5日电）

海拔5400米！探访第二次青藏科考普若岗日冰原大本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