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驻鄂记者 钱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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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发射陆地勘查卫星三号
新华社甘肃酒泉 １ 月 １３ 日电 （李

国利 许京木 ） １ 月 １３ 日 １５ 时 １０ 分 ，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

运载火箭， 成功将陆地勘查卫星三号发

射升空， 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这颗星主要用于开展陆地资源遥感

勘查。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２６３
次飞行。

长江入河排污口家底摸清
规模以上达 6092 个 流域去年防洪减灾经济效益 276 亿元

长江入河排污口家底摸清， 已经

形成一张表———入河排污口基本情况

调查表，一张图———长江委“水利一张

图”入河排污口图层，一个报告———长

江入河排污口核查工作报告。 日前，长
江水利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

了 2017 年防洪减灾、水资源管理和生

态环境保护、 水行政管理等社会公众

关心的治江情况。

因洪灾死亡失踪人口为
17 年来最少

2017 年， 长江流域发生了中游型

大洪水和汉江罕见秋汛。 长江防总精

确调度， 及时有效处置流域 138 处险

情，防洪减灾经济效益 276 亿元，因抢

险救灾得力， 死亡和失踪人口为 2000
年以来最少。

长江委新闻发言人介绍 ，2017 年

汛期长江流域强降雨持续时间长、覆盖

范围广、 累计雨量大，9 月中下旬至 10
月上旬，长江上游、汉江流域发生罕见

秋汛。 面对复杂雨情汛情，长江防总超

前部署， 比往年提前一个半月时间宣

布进入主汛期， 汛前完成 83697 处水

毁修复项目、50 处长江干堤险情除险

整治任务、37 处长江干流崩岸险情应

急整治工程， 将长江上中游纳入联合

调度的水库增至 28 座，总库容达 1295
亿立方米。

汛期， 长江委密切关注水雨情变

化，加密预报频次，精准预报长江 1 号

洪水和汉江秋汛的发生时间、 洪水量

级和各控制站最高水位， 提前调度长

江上中游 30 多座水库群腾空防洪库

容 530 亿立方米迎汛。 长江中游 1 号

洪水发生后，34 小时内长江防总连发

5 道调度令，对三峡及上游水库群联合

调度，累计拦洪 144 亿立方米，确保了

长江干流不超保证水位， 避免了城陵

矶地区分洪。 汉江秋汛发生时，丹江口

水库上游出现 3 次超 17000 立方米洪

峰，发挥丹江口水库拦蓄削峰作用，最

大下泄仅 7500 立方米，并与三峡水库

联合调度，确保汉江中下游战胜秋汛。
2017 年， 长江流域累计投入防汛

抢险人员 301 万人次，投入防汛抢险物

资 16 亿元，减淹面积 85 万公顷，避免

粮食减收 73 万吨，减少受灾人口 3530
万人，解救洪水围困群众 506 万人。

长江委防汛抗旱办公室负责人介

绍，2018 年将进一步加强防汛抗旱基

础研究和预案方案修订编制工作，深化

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上中游水库群联

合调度研究，长江上中游纳入联合调度

的水库群将增加到 40 座，洞庭湖、鄱阳

湖上游水系及重要支流的防洪控制性

工程，将纳入联合调度体系内。

为 6092 个规模以上入
河排污口上“户口”

长江入河排污口是污水入江的“咽
喉”， 废污水排放量大于每天 300 吨或

每年 10 万吨的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
涉 及 长 江 经 济 带 11 省 市 及 河 南 、陕

西、广西、甘肃 4 省区。 加强入河排污

口管理是控制入河湖污染物总量、改善

河湖水质、 保障水安全的关键环节，也
是落实长江大保护的重要举措。

2017 年， 长江委联合太湖流域管

理局和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 160
余人组成 11 个核查组和 14 个监测组，
历时 30 天，对长江流域（片）150 个地

市 887 个区县的 8800 余处入河排污口

进行现场核查，最终确定长江流域（片）
共有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 6092 个并建

立名录。同时理清部分省市在入河排污

口管理方面存在的现状情况不明、监管

权责不清、设置布局不合理、监测能力

和监管手段不足等问题。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负责人介

绍，目前，长江入河排污口专项检查行

动整改提升阶段的相关工作已陆续启

动， 一阶段将加强入河排污口监控能

力建设，实现入河排污口实时监控；对

新设入河排污口的审批，依法履职、从

严监管，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本报武汉 1 月 13 日专电）

360°观察

■本报驻京记者 周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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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块流失海外的
恐龙和鸟化石归乡

8 块 珍 贵 的 距 今 1.25 亿 年－1.6
亿年的恐龙和鸟化石辗转自欧洲回到

故乡辽宁， 并于 1 月 13 日正式落户

辽宁古生物博物馆， 地质古生物学界

多位院士、 专家和有关部门人员共同

见证了这一时刻。
这 8 块化石包括 7 块带羽毛恐龙

化石和一块原始鸟类化石， 均产自辽

西的燕辽生物群和热河生物群， 后因

种种原因流失海外。
图为 1 月 13 日拍摄的曲足热河

鸟化石。
新华社记者 杨青摄

西北大学成立丝绸之路考古中心
本报西安 1 月 12 日专电 （驻陕记

者韩宏 通讯员李琛）“西北大学丝绸之

路考古中心”近日在该校太白校区揭牌。
该中心将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持

续开展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研究工作，
同时与沿线国家建立考古研究、 文化交

流、人才培养的联合工作平台，系统揭示

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

值， 促进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联合申遗工

作的深入开展，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作为位于丝路起点、 拥有上百年历

史的高等学府， 西北大学始终坚持不懈

地推进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不断开拓我

国丝绸之路考古的新境界。 从上世纪 30
年代起， 该校就启动了对丝绸之路沿线

的考古工作并取得丰硕成果。 由该校王

建新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自 2000 年起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考古研究。
2017 年，该团队在中亚考古取得新的重

大进展，今年将有系列成果产生。而在日

前揭晓的全国高校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进入 A+学科，与北京

大学考古学科并列全国第一， 这也是陕

西高校仅有的五个 A+学科之一。

为匠人精神立起一座“牌坊”
北京人艺京味儿戏《牌坊》再登首都剧场

“列位宾朋仔细听， 我唱唱这位老

寿星。 营造行茂兴是魁首， 独占鳌头在

京中。 五百年前把北京建， 工匠们个个

显奇能……” 12 日晚 ， 首都剧场里响

起一段别有韵味的京韵大鼓， 拉开了北

京人艺京味儿大戏 《牌坊》 的大幕。 这

部由杨立新执导、 刘进元编剧的作品经

过两年打磨， 在全面解读营造行、 呈现

一段民族血泪史的同时， 也为老北京匠

人们的风骨和气节立起一座 “牌坊”。
“画栋雕梁有宫殿， 大街小巷在画

中。 彩绘牌楼如项链， 串起了咱这北京

城……” 正如剧中鼓词所唱， 《牌坊》

的故事就取材于北京中山公园内那座汉

白玉牌坊， 如今， 那上面镌刻着 “保卫

和平” 四个大字， 但百年前它的建成却

是一段充满血泪和抗争的屈辱历史。
“如今知道这事的人越来越少了。”

为此， 杨立新和刘进元两位地地道道的

老北京人决心将这段历史搬上舞台。 这

出四幕话剧在老北京前门外的一座四合院

内展开， 营造行魁首茂兴掌门人蒯鹤年一

家正陷入一场漩涡： 为平息八国联军的

怒火， 清政府答应为义和团打死的德国

公使克林德修建一座纪念碑式的汉白玉

牌坊， 这个屈辱的工程落到了蒯家……
“石头牌坊当街耸， 一腔悲愤有谁

听？” 鼓词唱出声声叹息， 当民族大义

与家族尊严乃至家人性命产生冲突， 一

群普通工匠用各自的方式书写了一段充

满血泪的抗争史。 其间展现出的匠人精

神 ， 不仅体现在专业领域的精 细 与 执

着， 更有民族精神贯穿其中。
匠人精神也贯穿着 《牌坊》 的台前

幕后。 杨立新是北京人艺的 “台柱子”，
第二次执导京味儿戏的他直言： “这部

戏并不好演， 没有强烈的悬念和戏剧冲

突 ， 观 众 在 舞 台 上 看 什 么 ？ ” 相 较 于

2015 年底的首演 ， 本轮排演中 ， 杨立

新将重点放在了表演及其背后起承转合

的细节之上， “戏是人演的， 人演到位

了， 剧情才会合理”。
也是这种精益求精， 才使得这部新

排作品日臻成熟， 在收获观众 “点赞”
的同时， 该剧也于近日摘得第七届国际

戏剧 “学院奖” 优秀剧目和最佳男配角

两个奖项。 据悉， 本轮演出将持续到 1
月 28 日。

（本报北京 1 月 13 日专电）

更多学子就业志向与祖国需要“同频共振”
沪上多所高校密集发布 2017 年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毕业生就业去向正在发生新变化———

上海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正在发

生新变化。 这两天，复旦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 、 同济大学等沪上高校陆 续 发 布

2017 年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来自多

所院校的最新数据表明， 大学生到中西

部、 基层地区和国家重点行业关键领域

就业的比例正逐年提高。 部分名校毕业

生的平均薪资也较去年同期有所上扬。

国企和制造业成为排名
居前的毕业生主要流向

曾几何时， 外企是很多名校毕业生

就业的首选。 从近日各大院校最新发布

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看， 国企和民企

已取而代之。从就业单位所属行业来看，
制造业成为各高校毕业生排名居前的主

要流向。
据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 2017 年毕

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就业居前的三个行

业分别为制造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值得注意

的是，最近三年，上海交大毕业生就业单

位分布结构正发生明显变化：2014 年，
以三资企业为主， 国企名列第二；2015

年 ， 国 企 和 三 资 企 业 并 列 ；2016 年 和

2017 年，国企跃居首位。
近三年， 同济大学毕业生到三资企

业工作的逐年减少， 而选择到以中小企

业为主的“其他企业”就业的逐步攀升。
市属高校中， 学科门类较全的上海

大学毕业生流向同样具有代表性： 国企

正在取代三资企业， 成为毕业生眼中的

“香饽饽”。
上海大学 2017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

报告披露，从 2015 届到 2017 届，该校本

科生前四位的签约就业单位流向分别是

国企、中小企业、三资企业和其它企业；
硕士生前四位签约就业的单位流向为国

企、三资企业、中小企业和其它企业。 制

造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金融业，是该校本科生和硕士生就业

签约的前三大行业。
在以工科为主的东华大学，2017 届

毕业生总体就业率 96.91%，毕业生多数

进入国家经济建设重点行业。 在上海电

机学院， 到国企就业的毕业生占该校硕

士毕业生的七成，从签约单位看，前三位

分别是：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制造业，建筑业。 而在上海海洋大

学，本、专科毕业生行业流向居前三位的

是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金融业。

精准引导，更多优秀毕业
生前往基层单位就业

为鼓励优秀毕业生主动服务国家战

略需求，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

业，在复旦、上海交大、同济等院校，2017
届毕业生到国家重点领域和关键行业就

业的比例都在攀高。 不少高校通过出台

就业引领计划，“精准引导” 毕业生将个

人职业发展和国家发展紧密结合。
复 旦 大 学 2017 届 毕 业 生 中 ， 有

2090 人到重点单位、战略性新兴产业支

持单位等领域就业， 人数占该校协议就

业毕业生的 53.49%。 据悉，复旦通过实

施“基层就业引领计划”，推进选调生等

各项基层就业项目， 鼓励学生到基层奉

献才干。 统计显示，该校 2017 届毕业生

中，有 239 人赴地级市以下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 医疗机构和社区服务等基层单

位就业。
上海交大 2017 届毕业生到中西部、

基层和国家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就业的毕

业生比例达 66.1%， 毕业生就业引导率

逐年上升。 军工、电力电网、通信、汽车、

装备制造、金融、医疗卫生、互联网等行

业领域是该校毕业生的主要就业领域。
在同济大学，2017 届各学历层次毕

业 生 共 计 8135 人 ， 总 体 就 业 率 达

99.03% ， 毕 业 生 重 点 领 域 就 业 率 达

60.67%， 比上届高出了近 7 个百分点。
记者从该校就业指导中心获悉，学校通

过出台“青松计划”，设立“扬帆奖”等举

措 ，引 导 毕 业 生 到 “重 点 地 区 、重 点 行

业、重点岗位”就业，推动毕业生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就业。 同时，学校与多地

政府合作，开展毕业生专项人才选调工

作，为目标单位精准输送大量高学历人

才。该校 2017 届毕业生前往基层就业人

数共计 1451 人，其中有 357 人前往西部

就业。

创业人数攀高，折射大学
生全新择业观

从多所高校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来看， 毕业后选择创业的学生不再是凤

毛麟角， 越来越多大学生的择业观念正

在发生变化。
上海交大 2017 届毕业生中，直接创

业的有 26 人，创立企业 23 家；复旦大学

2017 届毕业生中，直接创业的有 27 人，
涉及信息服务、 信息技术和大健康等领

域；在东华大学，有 48 位 2017 届毕业生

选择自主创业，创造 200 多个就业岗位。
同济大学 2017 届毕业生自主创业

人数是目前沪上高校中最多的，总计 66
人，占实际就业人数的 1.35%，创业企业

注册资金合计达 1.03 亿元 。 从学科来

看，工学背景创业的学生最多，有 38 人，
超过同济自主创业毕业生的一半。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