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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5月 1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阿拉伯国家联

盟首脑理事会会议轮值主席巴林国王

哈马德致贺信，祝贺第33届阿拉伯国家

联盟首脑理事会会议在麦纳麦召开。

习近平指出，阿盟长期致力于推

动阿拉伯世界联合自强，促进中东地

区和平稳定发展。近年来，面对世界

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阿拉伯国

家坚持独立自主，促进发展振兴，坚

守公平正义，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为

“全球南方”加强团结协作、维护共同

利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阿关系处于

历史最好时期。2022年12月，我同阿

拉伯国家领导人共同出席首届中国－

阿拉伯国家峰会，全面规划中阿关系

发展蓝图，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

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一年多来，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政治互信不断深

化，务实合作生机勃发，人文交流丰富

多彩，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着

眼未来，中方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继

续弘扬中阿友好精神，建设更高水平

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力量。本月底，中国－阿

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

将在北京举行。希望双方以举办第十

届部长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各领域

合作，更好造福中阿双方人民。

习近平向第33届阿拉伯国家
联盟首脑理事会会议致贺信

作为全年粮食“大头”，秋粮收购

以近年来新高顺利结束；以口粮为主

的夏粮有望再度丰收，主产省份仓

容、资金准备充分……最新数据表

明，2024 年“中国饭碗”仍将端得牢

牢，科技创新赋能让仓储设备日趋智

能绿色，“大国粮仓”正为万家餐桌提

供安全健康保障。

秋粮入库超 2亿吨，粮食
“大头”稳如山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15日宣

布，2023 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

官，收购总量创近年新高。

秋粮主要包括中晚籼稻、粳稻、

大豆和玉米，旺季收购期一般分别于

1月底、2月底、3月底、4月底结束。秋

粮收购占全年粮食收购量四分之三，

品种多、范围广、数量大，是全年粮食

收购工作重中之重。

“2023年度全国主产区各类粮食

企业累计收购秋粮超 2亿吨，创 2016

年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以来新高。其

中，玉米收购量达1.35亿吨，同比增加

520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

局长秦玉云说。

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重要内容，我国从2016年起推动玉米

收储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改

进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

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

大事，作为全年粮食收购“大头”，秋

粮“入库为安”具有重大意义。

夏粮预计入库7000万吨
左右，有仓有钱保“口粮”

立夏已过，芒种在望。夏粮是全

年粮食生产第一季，夏粮的“大头”是

作为口粮的小麦。农业农村部最新

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北方冬小麦正在

灌浆，距大面积收获只有约半个月。

今年以来，按照稳面积、增单产

的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春耕生

产。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冬小

麦和冬油菜种植面积稳中有增，苗情

长势好于去年和常年，如后期不发生

大的自然灾害，将再获丰收。

“预计夏粮旺季收购量7000万吨

左右，较去年略有增加，其中小麦

6300万吨左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粮食储备司副司长唐成说，预计

各地小麦开秤价格大体在每斤1.25元
至1.35元，早籼稻在每斤1.3元至1.35
元，高于小麦每斤1.18元、早籼稻每斤

1.27元的最低收购价格水平，大范围

启动托市收购的可能性不大。

据调度，河北、江苏、安徽、山东、

河南、湖北等 6个小麦主产省共准备

小麦仓容近8000万吨；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初步安排夏粮收购资金 1100亿
元……

“各地收购仓容充足，收购资金

到位，物流运输通畅，市场秩序良好，

为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打下良好

基础。”唐成说。

“大国粮仓”：智能、绿色通
往万家餐桌

“天下粮仓”要殷实，更要保鲜、

节粮、减损、降碳，做好仓储科技文

章，才能更好地打赢粮食收购战，端

好“中国饭碗”。

通过加大投入力度，推进仓储设

施建设，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与粮食生

产、储备和流通相适应的粮食收储保

障体系。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

好仓容超7亿吨，较2014年增长36%。

“十四五”以来，国家新建和改造

升级仓容超6500万吨，粮仓绿色储粮

功效和性能不断升级。蓆茓囤、露天

垛等落后储粮形态已基本淘汰。

目前，全球粮食仓储的平均温差

在2℃-3℃。中粮研发的智能化成品

粮低温立体仓储技术，将这一指标压

缩至 1℃以内，目前已在江苏无锡国

家粮食储备库投入应用。

“这项技术可以根据不同的粮食

品种调节库内温度，在节能减排的同

时，保证成品粮的食味品质与营养价

值。”中粮科工仓储物流部常务副总

经理张福钊对记者说，以大米为例，

在保障食味品质的同时，可将储备周

期延长 1倍，并可增加 50%以上的储

存量，就像“平房变楼房”，还可以节

约三分之二以上人工。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

与科技司司长周冠华说，截至2023年
末，全国共有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2亿
吨、气调储粮仓容5500万吨；国有粮库

储粮周期内综合损失率控制在1%的合

理范围内。在确保粮食数量安全同

时，保质保鲜水平进一步提升。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记者

王立彬）

坐秋望夏说饭碗：

来自“大国粮仓”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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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
发现中国最南端
暴龙超科化石
据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

魏梦佳）暴龙超科是一类体型差异较

大的掠食性兽脚类恐龙，是白垩纪中

晚期的优势类群，霸王龙就是其中的

重要成员。我国科研团队近日在国际

学术期刊《白垩纪研究》发表一项研究

成果，将此前在广东省三水盆地发现

的一批晚白垩世的大型兽脚类恐龙牙

齿归入暴龙超科。研究人员称，这是

三水盆地大型兽脚类的首次发现，也

是截至目前我国发现的地理位置最南

端的暴龙超科化石。

此项研究是由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邢立达课题组联合广东省四会市

博物馆、中山大学以及广东中大深地

科学研究院等机构团队共同完成的。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邢立达介

绍，广东是中国白垩纪各种化石的重

要产区，其中恐龙化石主要发现于广

东的南雄盆地和河源地区，而三水盆

地的恐龙化石记录很少。此次发现的

化石为 4枚牙齿，时代为晚白垩世最

晚期，距今约7000万到6600万年前。

邢立达说，暴龙超科的物种体型

差异较大，包含暴龙科与其更原始的

近亲。全长可超过 12米的晚白垩世

霸王龙是其中体型最大，也是最著名

的物种，但早白垩世的奇异帝龙全长

仅约 1.5米。根据此次发现的牙齿化

石保守估计，牙齿主人的体长约5至6
米或者更大一些的个体。

研究人员介绍，大部分兽脚类恐

龙牙齿呈月牙状或香蕉状，中间宽并

向两边收敛，收敛的末端形成隆突。

此次发现的牙齿中有3枚发现于四会

市，牙齿相对完整，牙冠长度均超过 6
厘米，另外一枚发现于广州市，为 3.3
厘米长的牙齿碎片。所有牙齿具有一

致的形态特征，包括牙齿边缘有锯齿、

锯齿密度较低、牙釉质光滑等，符合暴

龙超科的牙齿特征。

商务部：

中国新能源产品
广受欢迎是企业
“拼”出来的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唐诗凝 潘洁）

针对目前中国新能源产品在海外被指责为依靠补

贴大量出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16日表

示，中国新能源产品广受欢迎是企业“拼”出来的，

不是政府“补”出来的。中国新能源市场是充分竞

争的，通过优胜劣汰、大浪淘沙不断涌现出优质企

业和产品。

在当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何

亚东说，从 20多年前开始，中国企业就在新能源

领域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和产业布局，通过激烈市

场竞争，形成了自己的独有优势，包括技术创新优

势、产供链优势、市场生态优势。

产业补贴政策源于美欧，世界各国普遍采

用。何亚东表示，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主要是引

导性的，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始终坚持公平、

透明、非歧视原则，只要在华经营的企业都可以平

等享受。中国不存在世贸组织所规定的禁止性补

贴，相关补贴政策已及时全面向世贸组织通报。

反观美欧，近年来补贴力度显著加大，且带有大量

排他性、歧视性做法，给中国产品进入相关市场设

置重重障碍，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做法，违反了世贸

组织基本原则。

“中国新能源产业对全球是贡献，不是威胁。”

何亚东表示，中国优质的新能源产品丰富了全球

供给，推动了绿色低碳进程，有助于实现巴黎协定

目标。

据估算，每辆新能源汽车每年减碳约1.66吨，

中国2023年出口120万辆新能源车，每年可减碳约

200万吨。何亚东说，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促

进了绿色、数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产

业化，并不断催生新的技术，为全球经济发展增添

了新动能。中国新能源产品性价比高、质量好、功

能强，深受消费者青睐。中国出口欧洲的电动汽车

价格，低于欧洲本土同类车型，但仍比国内售价高

一到两倍，利润可观，根本不存在倾销。

“总的来看，中国的新能源产业有力推动了全

球绿色转型、有力促进了全球技术和产业进步、有

力增进了各国消费者福祉。”他说。

我国科研人员在高维度
光场探测领域取得进展

新华社长春5月16日电（记者孟含琪）记者

16日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

究所了解到，该所科研团队在高维度光场探测领

域的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望在工业检测、宇宙

天体观测、气象灾害预警等领域发挥作用。该成

果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刊发。

对光谱与偏振的探测可以揭示物体的物质组

成和表面形貌等信息，在光通信、遥感、工业检测、

医疗诊断、化学分析、环境保护等领域具有巨大应

用价值。从探测方法来看，现有偏振和光谱探测

器需要通过采集多个时间或多个空间的信息来提

高探测能力。从探测性能指标来看，现有偏振和

光谱探测器通常只能测量固定波长下的强度和偏

振，或者均匀偏振下的强度和波长信息，对自然界

很多场景中存在的高维度光场信息难以实现有效

的探测。

为了让探测器达到更高效率、更低成本、更优

指标，长春光机所研究员李炜带领团队与合作者

在国际上首次利用单个器件通过单次测量，对宽

带光谱范围内具有任意变化的偏振和强度的高维

度光场进行了全面表征，在高维度光场信息探测

这一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突破性成果为

超紧凑、高维度的信息探测和成像探测开辟了新

途径，有望在工业产品精细缺陷检测、宇宙中新天

体发现、提高对气象灾害预警准确率等诸多光学

探测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

下一步，团队将面向未来信息技术的需要，向

研发更高维度、更高精度、更加小型化集成化的高

维度光场探测器方向迈进。

（一）
【“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

研究和利用”——2015年2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西安博物院强调】

见证文明赓续的鎏金铜蚕、展现

精湛技艺的杜虎符、实证文化交融的

金怪兽……5月 18日，陕西历史博物

馆秦汉馆将正式开馆，“天下同一

——秦汉文明主题展”等多个展陈静

待观众。

“这是我国第一个全景展现秦汉

文明的专题博物馆，如何从浩如烟海

的文物和史料中选取精华，集中展现

秦汉文明魅力，我们狠下了一番功

夫。”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侯宁彬说。

博物馆组织专业力量深度研究，

打破以时间为序的展陈传统，从馆藏

170余万件（组）文物中精选出 730余
件（组），采用“大历史+小专题”叙事

方式，以多媒体装置与文物相配合，

从政治、经济、文化等 6个板块，诠释

秦汉文明的突出贡献。

千里之外，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里，游客络绎不绝。这里是全国首座

原址建设的北齐壁画专题博物馆，去

年 12月正式开放。距今 1400多年的

北齐武安王徐显秀墓壁画中，宴饮

图、出行图、仪仗队列图气象万千。

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历史特征

突出表现在“文化汇聚，民族融合”。

为生动表现这一主题，太原北齐壁画

博物馆与多名专家合作。“我们专门

设计了‘胡风国俗’这一单元，从山西

出土的多个北朝墓葬壁画中提取重

要元素，分门别类地介绍胡人、胡服、

胡乐、胡商等。”专家之一、山西博物

院副研究馆员安瑞军说。

研究利用的基础是保护。“从简易

帆布篷、彩钢板房到现在的博物馆，10
多年来，科学保护力度逐步加大。”太

原北齐壁画博物馆馆长王江说。

展陈理念和方式之变，折射出各

地博物馆文物保护、藏品研究、展览

陈列水平的跃升。近年来，各地博物

馆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力求

将中华文化全面、真实、立体呈现。

（二）
【“ 发 挥 好 博 物 馆 的 教 育 功

能”——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两会上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

强调】

裙裾飘逸，舞姿翩跹，十几位“女

神”从古画中“走下来”，专业表演赢

得观众阵阵掌声。今年“五一”期间，

辽宁省博物馆和辽宁歌舞团围绕馆

藏国宝《宋人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创

新排演舞蹈作品。

“我们还会推出其他国宝舞蹈。”辽

宁省博物馆馆长王筱雯说，“馆藏文物

要多想办法‘活起来’，才能拓宽服务人

群、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来自沈阳市岐山一校的三年级学

生尤恬，正是从博物馆手工制作中喜

欢上文物。2023年她参加辽宁省博物

馆“我是国宝讲述人”活动，讲述国宝

级文物“宋缂丝朱克柔牡丹图页”，获

得一等奖。“在博物馆，我学到了许多

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尤恬说。

贵州省民族博物馆内，馆员、策展

人王晓佳正在筹备最新一次社会教育

“走出去”、让非遗“活起来”活动：带领

20多名博物馆爱好者前往苗寨，现场

感受国家级非遗苗族蜡染技艺。

“蜡染亮布需要千锤百炼，让植

物染料与布料纤维完全融合，才能光

滑发亮，遇水不褪。”王晓佳说，非遗

“在地保护”的意义正在于此，“身临

其境体会非遗背后的民间智慧和生

活哲学，文化自信会由衷生发”。截

至目前，贵州省民族博物馆已开展上

百场社教活动。

“此类活动让我大受启发。”博物

馆爱好者、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创新创

业学院副院长索敏说。贵州省民族

博物馆积极主动与索敏对接，切实深

化馆校合作。在博物馆支持下，学院

设计和开发非遗技艺课程和创新创

业课程，“博物馆+高校+非遗”让学生

深入文化现场、成长为非遗创新创业

新生力量。2023年，索敏学生的非遗

创新项目，在第九届中国国际“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贵州省决

赛中荣获金奖。

当前，各地博物馆丰富研学项目、

创新互动方式、开发文创产品，“新玩

法”层出不穷，越来越有逛头。2023年
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博物馆总数达

6565家，免费开放率超过 90%。据国

家文物局不完全统计，今年“五一”假

期，全国6000多家博物馆观众超5000
万人次，达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为一馆，赴一城。云观展、VR探

馆、博物馆奇妙夜……诸多博物馆还

将展览搬到线上，配合丰富的主题活

动，让游客在指尖邂逅国宝、探秘未

知。博物馆正成为全民终身学习的

重要平台。

（三）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

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

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方面具有特殊作用”——2016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向国际博物馆高级别

论坛致贺信时指出】

初夏，阳光灿烂的紫禁城内，气

温攀升也挡不住游客热情。人潮涌

动中，位于紫禁城东翼的文华殿沉静

安然——游客们屏气凝神、放慢脚

步，“邂逅”中法文化大展“紫禁城与

凡尔赛宫”。

路易十四致康熙皇帝的信中，派往

中国的“国王的数学家”被称为“我们相

互尊重和友谊的象征”；绘有中国人物

形象的法国产瓷瓶摆在路易十五王后

私人房间“中国人厅”中；在法国玻璃匠

帮助下，清宫玻璃制作达到巅峰……

跨越山海与时光的对话，不止于

此。犍陀罗艺术展、“一带一路”文物

考古合作展、中国与西亚古代文明交

流展……在故宫博物院，世界各地文

物展频频亮相。“引进来”，也积极“走

出去”。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故

宫博物院先后组织赴外及港澳台地

区文物展览50余次，参与境外展览20
余次，连续 3年蝉联全国博物馆海外

影响力榜单榜首。

拓展海外合作考古项目、建立国

际学术交流平台、启动“太和学者计

划”……如今，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

中华文化会客厅”是故宫博物院发展

的四大愿景之一。

东海之滨的上海，与相隔 6小时

时差的意大利“水城”威尼斯，正以物

论史，展开“跨时空对话”。

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之际，上

海博物馆与威尼斯市政博物馆基金

会联合主办“马可·波罗的世界”展。

“马可·波罗是最早把中国介绍给世

界的外国探险家之一。我们通过这

个特色鲜明的人物，用文物带领观众

去探寻‘丝绸之路’，打开一幅文明互

鉴的时空画卷。”上海博物馆党委书

记汤世芬说。

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处

处长兼策展人达仁利说：“很多此前

的交流展览像‘独白’——每个文明

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和上博一起创

造了意中两个文明之间真正的对话

和交流。”

该展目前正在威尼斯总督府展

出，今年11月将转场到上博。统计显

示，2016年至今，上博出境展的七成

左右都是主办方或联合主办方，折射

出中国文博展“出海”背后升级迭代

的“策展力”。

“上博正实施‘大博物馆计划’。”

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说，未来人民

广场本馆会变身“世界文明馆”，成为

我国首个常态化展示世界文明类型

的博物馆，持续强化策展力和全球资

源配置能力。

近年来，全国各地博物馆积极推

动全球文化交流互鉴，与世界知名博

物馆展开合作交流，不断引进众多高

质量海外展览，同时努力推动中华文

化“走出去”。文物展览这张国际传

播“金色名片”必将越擦越亮。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博物馆里的新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博物馆，承载历史，传承文明。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博物馆工作，强调“要把博物馆事业搞好”，指出要加强文物

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成

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

我国各地博物馆按照总书记要求创新实践，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