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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H0366C营运证丢失作废。

遗失声明

申冰玉在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辽0202民
初1475号民事调解书中的全部权利及相关权益，已经于2021
年10月15日转让给了何昶林（联系电话：18166803334），请债
务人大连富利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吴景波、张丽荣、田阳、田
稼岩、陈丽君、庄河市华兴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丹东市轻工业
研究所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直接向何昶林履行债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申冰玉

2021年10月23日

债权转让通知封路通告
因海欢线桩号K124+580至K124+900区间

孤山镇康家岭段，一辆大型柴油罐车与一辆货车
相撞致油罐车柴油大量泄漏，造成沥青路面分解
320余延长米，给过往车辆带来严重安全隐患，需
要对此路段全幅封闭，封闭时间10月19日至11
月30日。封闭期间过往车辆请按绕行路线行驶：

1.由岫岩经孤山镇至海城方向的车辆：请从
偏岭收费口走丹锡高速至析木收费口；2.由海城
经孤山镇去往岫岩方向的车辆：请从析木收费口
走丹锡高速至偏岭收费口。

因封闭公路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海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鞍山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2021年10月21日

封路通告
因通武线柳河大桥改扩建工程施工需

要，需对通武线 K353+020—K354+120 段、
K352+236—K352+536 段实施道路半幅封
闭，封闭期限为：2021年10月26日至2022年
10 月 20 日，封闭期间为避免交通拥堵，保证
行车安全，请过往车辆尽量绕行，如确需经
过施工现场，请遵从交通标志标牌及现场人
员指挥在未封闭一侧有序通行，注意安全。
特此通告。

沈阳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江西省路桥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新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10月20日

新华社联合国 10月 21 日电
古巴代表62个国家21日在第76届
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审议人权问
题时做共同发言，支持中国走符合
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反对借人权
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共同发言强调，尊重各国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主权国家
内政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香港、
新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外界不
应干涉。支持中国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实行“一国两制”。

共同发言呼吁恪守《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遵循普遍性、公正
性、客观性和非选择性等原则，尊重
各国人民根据国情自主选择人权发
展道路的权利，同等重视各类人
权。呼吁坚持多边主义和团结协
作，通过建设性对话与合作促进与
保护人权。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
化和双重标准，反对出于政治动
机、基于虚假信息对中国进行无端
指责，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
内政。

62国共同发言支持中国
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据新华社莫斯科10月21日电
（记者华迪）俄罗斯总统普京 21 日
在出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
会时表示，俄罗斯将与中国继续在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开展对话，积
极致力于解决阿富汗问题。

普京同时提议恢复“上合组
织－阿富汗联络组”工作，以推动阿
新政府履行建立和平与安全的承
诺。他表示，为使阿富汗局势正常

化，必须帮助阿新政府恢复经济。
普京还说，俄罗斯和中国交好

不针对第三方，而是互惠共赢。他
表示，俄罗斯和中国不会建立军事
集团，所有对此的担忧都是没有依
据的。

第十八届“瓦尔代”国际辩论俱
乐部年会于18日至21日在俄西南
部城市索契举行。来自 45 个国家
的代表参会。

普京称俄将与中国
继续合作致力于解决阿富汗问题

新华社巴黎10月21日电（记者
陈晨） 法国总理卡斯泰 21 日晚接
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宣布，法国
政府将自 12 月起向月净收入低于
2000 欧元的民众一次性发放通货
膨胀补贴，以减轻能源价格飙升带
来的影响。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项补贴将
在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2 月间发
放。工薪阶层、自由职业者、失业人
员、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以及退
休人员等将获得补贴。

卡斯泰表示，在2022年财政赤
字目标不超过5%的情况下，法国政
府有能力发放这笔补贴。他还宣
布，天然气限价措施将持续至2022
年底。

法国《回声报》21日报道说，上
周法国柴油均价升至历史新高，95
号汽油均价也逼近历史最高价。法
国埃拉贝民意调查公司 20 日公布
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国家庭对能源
价格和购买力问题的关注程度已远
超安全或移民问题。

法国政府将向民众发放通胀补贴

据新华社阿布贾10月21日电
（记者郭骏）尼日利亚官方 21 日证
实，经多方营救，4个多月前在尼西
北部凯比州一所中学遭绑架的 30
名学生已经获释。

凯比州政府当天在一份声明中
说，这些学生是今年6月17日武装
分子袭击该州一所公办中学时遭绑
架的。他们已抵达凯比州首府比尔
宁凯比，将在接受身体检查和必要
治疗后与家人团聚。相关部门仍在

营救其他未获释人员。
尼日利亚警方6月17日说，武

装分子当天袭击了凯比州比尔宁
姚里地区一所公办中学，并与负责
守卫学校的警察发生交火，造成 1
名警察死亡和 1 名学生受伤。数
名教师和数量不明的学生遭到绑
架。尼军方次日对武装分子进行
拦截，成功解救 2 名教师和 5 名学
生，另有 1 名学生因体力过度透支
死亡。

尼日利亚30名遭绑架学生获释

据新华社日内瓦10月21日电
（记者陈斌杰 陈俊侠）为期两天的
世界贸易组织第八次对中国贸易政
策审议会议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
会议期间，多国代表积极评价中国贸
易政策及其对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作
出的贡献。

世界贸易组织第八次对中国贸
易政策审议会议于10月20日和22日
举行。俄罗斯代表团在会上表示，中
国在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等领域采取了切实举措。俄罗
斯赞赏中国在世贸组织中发挥的重
要领导作用和中国对多边贸易体制

的一贯支持。俄罗斯坚定支持中国
打击保护主义和新出现的贸易歧视，
特别是对全球经济具有高度破坏性
的单边措施。

沙特代表团表示，中国在维护以
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方面发
挥主导作用。中国在鼓励外商直接
投资并出台相关法律、为外商投资企
业提供税收减免、降低关税税率、向
外资开放采矿业和金融业、改革知识
产权制度等方面均有良好表现。

菲律宾代表团表示，中国是全球
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尽管新冠疫情导
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但中国经济仍

然是全球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
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一直积
极参与世贸组织各项工作，并支持世
贸组织必要改革。

越南代表团表示，中国通过积
极参与世贸组织各项进程，包括世
贸组织改革讨论、渔业补贴谈判等，
为世贸组织和全球贸易作出了积极
贡献。

贸易政策审议是世贸组织三大
职能之一，中方迄今已接受7次审议，
取得积极成果，获得成员广泛好评。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商务部副部
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以

视频方式在京出席此次审议会议并
代表中方发言，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
表李成钢大使在日内瓦参会。

王文涛在发言中强调，中国新发
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以实际行
动全力支持国际抗疫合作；中国坚定
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
体制。

王受文在发言中向世贸组织成
员阐述中方新发展理念，介绍改革开
放新举措。他说：“上次审议以来，我
们采取了一系列主动开放的措施，为
世界经济发展和各成员的发展提供
机遇。”

多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团积极评价中国贸易政策

百年求索探寻文明根脉，百年艰
辛夯实自信根基。

“100 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
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
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
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
献”——习近平总书记在仰韶文化发
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
际发来的贺信，令全国考古工作者倍
感振奋。

百年光阴似箭。一代又一代考
古工作者躬身田野、胼手胝足，以扎
实的考古资料，在铸就民族血脉的基
石上深深镌刻文化自信，令悠久的传
承不再是史书中泛黄的记忆，使古老
文明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绚丽风采。

筚路蓝缕，探求文脉根基所在
河南渑池，仰韶村。
深秋的阳光里，在仰韶村遗址第

四次考古发掘现场，“80后”考古工作
者李世伟正带着他的团队继续着发
掘工作。

时光倒流百年，同样的深秋，这
个平凡的中原村庄被打破世代的宁
静——

时任中国政府矿政顾问的瑞典
地质学家安特生，与年轻的中国地质
学家袁复礼等人一起，在中国政府许
可下，历时36天，在17处发掘点出土
大批精美陶器和石器，还发现有骨
器、蚌器等珍贵遗物。

从此，中国有了第一个考古学文
化——仰韶文化。“中国无石器时代
文化”的论调被彻底推翻，科学的大
门向中国考古工作者徐徐打开。

“何为中国？”“何以中国？”对自
身血脉与根基的追问，百年来萦绕于
国人心头、回响于考古人耳畔。

文化在，国家存。李济、梁思永、
裴文中、夏鼐……留学国外的中国年
轻学者陆续回国，将世界先进考古学
知识运用于中国考古学实践中。

继仰韶之后，山西夏县西阴村遗
址出土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河
南殷墟发现大量建筑遗址和以甲骨
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北京
周口店遗址石破天惊地出现完整“北
京人”头盖骨……上世纪20年代，中
华大地上重大考古发现高潮迭起。

一百年岁月山河，沧桑巨变换了人
间；这群人却初心不变、步履未停——

他们在山川大河间不懈求索：陕
西半坡遗址、河北满城汉墓、湖北曾侯
乙墓、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湖南马王
堆汉墓……散落于神州大地的处处历
史文化遗产，见证古老民族曾经的辉
煌灿烂，铭记考古人的默默奋斗。

他们用重大论断回报家国：中国
人是本土连续演化而来、中国是世界
粟作与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中华文明
具有5000多年绵延不绝的历史、夏商
周三代创立王朝文明、秦汉开启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他们以时空推演勾勒文明：依据
大量扎实的考古资料，考古学家苏秉
琦以“满天星斗说”阐释中国文明起源；
考古学家严文明则以“重瓣花朵”描述
史前文化格局，认为“整个中国的新石
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

……
“100 年来的考古学实践不仅完

全重建了中国史前史，也极大地丰富
和完善了有文献以来的中国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
星灿说。

砥砺前行，书写文明探源新篇
青藏高原东南麓，金沙江二级支

流傍河旁，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埋藏着
秘密。

多个人类活动剖面、阿舍利手
斧、薄刃斧……2021 年 9 月，国家文
物局通报皮洛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
成果。专家认为，这彻底解决了中
国、东亚有没有真正阿舍利技术体系
的争议，“东方早期人类文化落后于
西方”的学术论调纯属偏见。

战火、瘟疫、洪水……千百年来，
种种磨难锻造着坚强不屈的中华民
族。祖先们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
繁衍壮大。他们把火热的生产生活实
践镌刻成历史、积淀成文明。新时代
的考古人，双手拂去岁月的尘埃，揭示
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基石所在——

我们曾叩问，引以为傲的文明长
河，发端于何时何处？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资
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多年的文明，
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
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那些消散于
历史长河中的动人故事，我们通过考
古一窥曾经的起承转合。

我们在探寻，文明走过的漫漫长
路，还有哪些未解之谜等待揭晓？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致力于分析
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格局的形成动因、
构成要素和发展规律，进一步拨开早
期中国文明的迷雾。浙江井头山遗
址、山西陶寺遗址、河南鲁山仙人洞遗
址……古老中国的面貌，在一次次考
古发掘中被描摹得越来越清晰。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实施7000多项考古发掘项目。科学
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是让考古工作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

朝深海挺进——
2018年4月，“探索一号”科考船

搭载着载人深潜器“深海勇士号”和
水下考古工作者驶向西沙北礁海域，
进行我国首次深海考古调查。他们
在南海波涛中下潜至深达千余米的
地方，搜寻着文明印记。

向高原攀升——

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白石崖溶
洞，我国科技与考古力量强强联手，
用沉积物DNA分析技术探知远古生
命。透过一捧泥土，我们便有可能

“解码”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前古人
类的生命信息。

对未知求索——
2021年3月，三星堆遗址考古发

掘引发全民关注。吸引大家目光的，
除了黄金面具等“国宝”，更有装满各
类设备的考古“发掘舱”。他们从哪
里来？他们以何为生？他们因何消
亡？……围绕着三星堆的种种谜团，
先进的技术、新锐的力量，一同投入
到这场以“古老”为对象的研究中。

弄清“从哪里来”，方能明晰“到
哪里去”。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明，不断升腾的文化自信，令中华儿
女心中生发出无比强劲的内在定力
和前进动力。

黄金时代，彰显文明无穷力量
2021年7月25日傍晚，世界的目

光聚焦中国福建。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现场

传来喜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正式成为中国第56处世
界遗产。

尾林窑址，山坡上层层叠叠的古
代瓷片可以窥见生产规模的庞大；下
草埔冶铁遗址，见证了宋元泉州冶铁
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洛阳桥，“宋代超
级工程”显示出当年交通运输的畅
通；草庵摩尼光佛，世界海洋贸易中
心强大的文化包容力跃然纸上……
22个遗产点，向世界勾勒出“涨海声
中万国商”的盛景，更无声见证着考
古工作者对重要遗址进行的考古发
掘和历史研究。

考古，是文物保护、研究工作的基
础，更是展示、弘扬文明力量的前提。

呦呦鹿鸣、稻穗渐黄，良渚古城
遗址公园里，人们遥望中华五千年文
明之光。

“我不是良渚研究的专家，我是它
的一个仰慕者。”三次探访良渚古城遗
址的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

教授科林·伦福儒勋爵曾这样感叹。
在他眼中，中国新石器时代“远

远被低估了”，良渚古城遗址的复杂
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
的标准。“它是研究人类文明的头等
重要之地。”他说。

4代考古人在此挥洒的青春、耗
费的心血，得到国际社会充分认可
——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从实证5000 多年文明史到彰显

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良渚与泉州，由
内而外完美诠释着何为“中国气派”。

站在全新的时代舞台上，原本高
冷的考古，不再止于世间的一泓静水。

遥远的洪都拉斯，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带领中
洪联合考古团队深入玛雅文明腹地。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其实
我们对世界其他文明知之甚少，只能
依赖国外的研究成果。这种状况到
了必须改变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深入
到世界其他文明的腹地，获取考古研
究的第一手资料。”李新伟说。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中国赴外
开展联合考古项目36项，涉及亚洲、
非洲、欧洲、美洲的21个国家，与30余
家国外科研机构、博物馆、大学、基金
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中外联合考
古成为探究文明脉络的重要手段。

“百年兼收并蓄、上下求索，中国
现代考古学为守护中华文脉、弘扬灿
烂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作出了不
可替代的贡献。新时代的中国考古，
必将迎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
代。”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
局局长李群说。

这是书写光荣梦想的时代，这是
注定大有可为的时代。

一个古老民族在迈向复兴的征
程上阔步前行，为中华儿女提供“更
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的考古
工作者们，正在探索未知、揭示本源
的道路上接续奋斗。

前方，是更加精彩的文明故事；
未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考古学终将写就恢弘篇章。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探寻文明根脉 筑牢自信根基
——致敬中国考古百年求索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王 鹏 徐 壮

位于陕西省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一号坑内出土的陶俑。 新华社记者 王 颂 摄

这是10月21日在埃及吉萨金字塔景区举办的艺术展上拍摄的意大利
艺术家洛伦佐·奎因创作的艺术作品。首届金字塔国际艺术展10月21日在
埃及吉萨金字塔景区开幕，来自埃及、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十余位艺术家在
景区内露天展出了大型雕塑等艺术作品。 新华社发

埃及举行首届金字塔国际艺术展

10月22日，游客在泰国普吉岛海边休闲。泰国外交部21日晚宣布，自
11月1日起，将允许来自46个被泰方认定的疫情低风险国家和地区、已完
成新冠疫苗接种的访客免隔离入境泰国。 新华社发

泰国将允许部分国家和地区
已接种疫苗者免隔离入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