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护电力“天路”
的“蜘蛛人”

近日，安徽省多地受冷空气

影响，气温大幅下降。面对冷空

气来袭，电力工作者在寒风中坚

守岗位，守护电力“天路”，保障

电力线路运行安全。图为安徽

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工人，在六

安市金寨县山区500千伏输电导

线上进行检修作业（无人机照

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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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添3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6 日电 江苏里

运河-高邮灌区、江西潦河灌区、西藏

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 26 日成功入选

2021 年度（第八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名录。至此，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达到26处。

里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的邗沟。

位于江苏省高邮市境内的里运河-高

邮灌区，通过闸、洞、关、坝等水工设施，

连通高邮湖和高邮灌区，实现了水在

“高邮湖—里运河—高邮灌区”之间的

调配，兼顾灌溉和漕运两大功能，是我

国古代巧妙利用河湖水系、合理调控河

流湖泊的水系连通工程的典范。

潦河灌区位于江西省西北部，唐

朝太和年间人们在北潦河南支下游修

筑蒲陂，开渠导水，灌溉农田千余亩，

明清时期相继在中游、上游兴建乌石

潭陂和香陂，成为江南丘陵地区典型

的古代引水灌溉的系统工程。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潦河灌区又相继兴

建 4 座灌溉工程并延续至今，灌溉农

田 33.6 万亩。

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位于西藏

自治区日喀则市，平均海拔在 4000 米

以上，是目前海拔最高的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从宋元时期开始，当地人民在冲

曲河沿线逐步建立起蓄水灌溉系统，明

清时期灌溉系统的利用和管理体系趋

于完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使用的

蓄水池仍然有 400 多座。这套完善的

蓄水灌溉系统，助力日喀则发展成为

“世界青稞之乡”。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自 2014年

设立，旨在梳理世界灌溉文明发展脉

络、促进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总结传统

灌溉工程优秀的治水智慧，为可持续灌

溉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启示。今年与

我国 3 处遗产同时列入第八批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名录的，还有来自印度、伊

拉克、日本、摩洛哥、韩国、斯里兰卡的

16 个项目。目前，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总数达121处，分布于18个国家。

“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

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

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

益最突出的国家。”中国国家灌排委员

会主席、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司长陈

明忠说，中国古灌溉工程遗产是中华文

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保护灌溉

工程遗产体系、挖掘传承区域特色水利

历史文化、发挥工程效益保障国家粮食

生产，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重要水利支撑。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7 日电 记者从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获悉，随着 720

根高架桥海底桩基浇筑全部完成，由浙

江交通投资集团、中铁十五局集团等投

资建设的亚洲最大海上枢纽互通工程

——杭甬（杭州至宁波）高速公路复线

宁波段一期滨海枢纽互通工程 27 日全

面开工建设。

中铁十五局集团杭甬项目负责人

黄伟介绍，该工程海底地质结构极为复

杂，桩基施工先后跨越输油管道、排污

管道、通讯光缆等十余条重要海底管

线，施工难度极大、安全风险高。为此，

施工人员充分借鉴国内外海下桩基先

进施工经验，集中力量进行科技攻关，

最终确保了桩基施工任务完成目标。

根据国家公路网规划，杭甬高速公

路 复 线 全 长 约 170 公 里 ，预 计 将 于

2023 年建成通车。滨海枢纽互通工程

是连接杭甬高速公路复线与甬舟高速

公路的海上互通立交桥，由 1 条互通主

线桥和8条匝道桥组成，主线总长1550

米，匝道总长 6387 米，建成后将是亚洲

最大的海上互通立交桥。

亚洲最大海上枢纽互通工程全面开工建设

4K修复版
电影《东方红》
在长影首映

据新华社长春 11 月 27 日电
27 日，长影旧址博物馆与上海电影

博物馆联合，在长春长影旧址博物

馆举行彩色歌舞影片《东方红》修复

版首映仪式。

影片《东方红》拍摄于1965年，

以 1964 年新中国成立 15 周年大庆

时的舞台演出——革命音乐舞蹈史

诗《东方红》为蓝本，由著名导演王

苹领衔执导。据介绍，舞蹈史诗《东

方红》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苦难走向

胜利的光辉历程，由当时全国音乐、

舞蹈、诗歌、美术等各方面艺术家集

体创作完成。

影片《东方红》对舞蹈史诗《东

方红》进行了艺术化处理，为其后同

类样式电影拍摄形成范本。但是，

由于胶片材质脆弱、储放环境差、频

繁搬运等问题，影片《东方红》的胶

片质量和放映效果都受到较大影

响。为了让这部红色经典作品焕发

新魅力，爱奇艺-厦门大学电影修

复联合实验室运用人工智能修复技

术，精准识别并修复电影的“彩色伤

痕”，整体提升影片的清晰度和流畅

度，将单声道音频增强至 5.1 环绕

立体声道效果，全面提升了影片的

音质和观影沉浸感。

据新华社 记者日前从山西省太原

市教育局获悉，教育局出台《关于进一

步做好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工作的

通知》，明确小学阶段一二年级将不进

行纸笔考试。

通知要求，小学其他年级由学校每

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初中年级从

不同学科的实际出发，每学期可安排一

次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各年级要严格

执行教学进度，坚决禁止抢赶教学进

度、提前结课备考。

通知明确，小学和初中非毕业年

级不得组织区域性或校际间考试；学

校和班级不得组织周考、月考、单元考

试等其他各类考试，也不得以限时练

习、学情调研、作业方式等各种名义变

相组织考试，严禁在开学前、节假日组

织考试。

新华社长沙 11 月 27 日电 记者近

日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湖南

省汨罗市屈子祠镇出土了铜觥和铜壶

两件商代青铜器。其中，铜觥器形罕

见。

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对铜器出土地

点进行调查和勘探，暂未发现商周时期

的文化层或其他遗存现象。湖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盛伟介绍，湖南地区

曾出土过数量较多的商周青铜器，其中

有很大一批发现于江边或江旁的山坡

和山顶上，且多以单件或成套的形式出

自坑中。由于这类坑的附近往往未发

现其他遗存，人们约定俗成称其为“祭

祀坑”。

盛伟说，两件铜器出土于一座小山

山顶上，海拔高度约 80 米，与汨罗江的

直线距离约2.3公里。两件铜器的出土

背景或与“祭祀坑”类似。

出土时，铜觥侧置平放，铜壶倒置

于铜觥内。铜觥重 13.45 千克，器身呈

扁圆形。考古专家称，该铜觥器形独

特，如突出眼睛的变形兽面纹、“C”形

扉棱、羊角腾空设计的平嘴牺首等，与

以尊、罍为代表的殷墟时期南方特征青

铜器相一致。

出土的铜壶重2.25千克，腹壁相对

较直，下腹较高、外鼓不明显，口沿下方

饰弦纹和宽口呲牙的兽面纹，与中原地

区常见铜壶有异。两件器物表现出长

江流域地方青铜器的特征，年代大致属

商代晚期。

考古专家认为，这两件铜器出土地

点和组合关系都比较明确。两件铜器

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对长江流域青铜

文化面貌的认识，对于研究多元一体的

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提供了重要佐证。

两件铜器出土后均有不同程度的

破损，且因受埋藏环境影响，纹饰局部

锈蚀严重而模糊不清，需进行除锈处

理。据了解，文物部门将修复保护文

物、整理资料和开展后续研究。

湖南出土两件商代青铜器 铜觥器形罕见

太原市小学一二年级将取消纸笔考试

中国援非
“万村通”
乌干达项目竣工

据新华社乌干达瓦基索 11 月
26日电 中国援非“万村通”乌干达

项目竣工仪式 26 日在乌中部瓦基

索区一村庄举行。中国驻乌干达大

使张利忠、经商参赞蒋季青，乌信息

通信技术部官员及村民代表出席竣

工仪式。

“万村通”项目是 2015 年中非

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的中

非人文领域合作举措之一，旨在为

非洲 1 万个村庄接入卫星数字电视

信号。

张利忠在仪式上说，“万村通”项

目为乌干达村民打开了一扇从外界

获取信息的窗口。通过卫星电视，村

民们可以学习和掌握农业、科技、卫

生等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学生们可

以在新冠疫情下继续接受教育。

张利忠表示，“万村通”项目竣

工，是中乌两国友好合作的又一见

证。中乌将进一步加强在改善民生

领域的合作，惠及两国和两国人

民。他同时感谢乌干达政府、人民

对发展与巩固中乌友谊的长期支

持。

据中国援非“万村通”项目经理

宋威介绍，乌干达“万村通”项目第

一期和第二期分别于 2018 年 7 月

和 2021 年 8 月启动，共选取 900 个

村落，覆盖人口近百万。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四达时代集团培训了近

2000名乌干达本地工程师，为项目

运营和用户收看卫星数字电视提供

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