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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多国领导

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继续向国家主席习

近平致唁电函并通过其他方式，对江泽

民同志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越南国家主

席阮春福、总理范明政、国会主席王庭惠

表示，江泽民同志是中国党和国家杰出领

导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

了卓越功勋。江泽民同志与越南领导同

志共同确立的“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

友好、全面合作”十六字方针和提出的越

中要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

为两党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并取得重要成

果指明了方向。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

民一定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尼泊尔总统班达里表示，江泽民主

席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和富有远见卓

识的政治家，为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发挥

了重要作用。尼泊尔将始终铭记江泽

民主席为培育和巩固尼中睦邻关系所

作的贡献。

沙特国王萨勒曼、王储兼首相穆罕

默德表示，对江泽民主席逝世深表哀悼，

对逝者家属以及友好的中国人民致以最

诚挚的慰问。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示，江泽民

先生为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以色列人民不会忘记他为推动以中

关系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塞舌尔总统拉姆卡拉旺表示，江泽

民先生成功带领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和社会变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江

泽民先生为今天非中友好合作关系奠定

了良好基础。

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表示，江

泽民主席富有远见，充满智慧，为中国数

十年来经济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显著提

升作出了重大贡献。

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表示，江

泽民主席是一位杰出的中国领导人。

所罗门群岛政府和人民同中国人民坚

定站在一起，共同哀悼这位伟大领导者

的逝世。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表示，江泽民

主席在任内给中国带来了深刻影响。他

的名字永远同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紧密相连。我们不会忘记他

为推动德中关系发展作出的巨大努力。

波兰总统杜达表示，江泽民先生为

中国发展腾飞和改革开放事业所作的贡

献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科威特埃米尔纳瓦夫、科威特王储

米沙勒、佛得角总统内韦斯、喀麦隆总统

比亚、中非总统图瓦德拉、科摩罗总统阿

扎利、埃塞俄比亚总统萨赫勒-沃克、几

内亚比绍总统恩巴洛、莫桑比克总统纽

西、尼日尔总统巴祖姆、苏丹主权委员会

主席布尔汉、汤加国王图普六世、瑞士联

邦主席卡西斯、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挪威

国王哈拉尔五世、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

尼泊尔总理德乌帕、安提瓜和巴布达总

理布朗、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国际

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西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图雷就江泽民同志逝

世向江泽民同志家属、中国共产党、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对江泽民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高大修长随“浪”摇曳的竹节珊瑚、枝

条纵横宛如蒲扇的扇珊瑚、为海底生物提

供生命源的“黑烟囱”……昨天，由上海科

技馆和同济大学联合打造的我国首个深海

主题综合性原创展览“深海园林”展在上海

自然博物馆开幕。展览再现了世界上最大

的冷水珊瑚林复原场景，数十件来自千米

深海的珍稀标本首次与观众见面。据悉，

展览将持续到明年2月28日。

深海怎么会有“园林”？

步入展厅，当你漫步在黑暗的甬道，听

着耳边的水声，不由自主就会想到海洋地

质学家、中科院院士汪品先描绘过的深海

探索场景：“潜入海平面下200米后，周围

伸手不见五指，只有依靠深潜器发出的光

亮向前，一切都是未知。”

深海与园林，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物怎么会联系到一起？汪品先说：“这是

中国式的浪漫，背后也有科学依据。”原

来，“深水珊瑚林”与陆地上的森林有许

多相似之处：竹珊瑚高达数米，有时还有

分支分叉，相当于树林里的乔木；高度不

过几十厘米的扇珊瑚，相当于灌木；更矮

的珊瑚、苔藓虫、玻璃海绵等，类似于陆

地上的草本植物；还有海鳃类软珊瑚，可

以插在泥沙中固定并密集分布，宛如陆地

上的秧田。

在中国人眼中，这幅怪石嶙峋、枝叶扶

疏、竹影婆娑的景象，可不就是一幅园林图

景？因此在确定展览名时，汪品先第一时

间就锁定了“深海园林”。不过，千万不要

以为石头上摇曳的珊瑚也是植物，海底是

个没有阳光的黑暗世界，植物在这里无法

生存。

汪品先提倡上海要发展“海派科普”，

他表示“深海园林”展就是“海派科普”的典

型探索。“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海洋科技

需要不断创新，‘海派科普’就是将两者结

合起来传播发展。”他解释说。

与公众分享科学家“独享”之美

“我估计这是世界上第一次这样近距

离地展示深海珊瑚，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最

近几年才发现的科研成果。”汪品先说，人

类对于海底的认识相当有限，至今对海底

地形的分辨率仅为火星的1/10，虽然深海

珊瑚已经被发现200多年了，但极少有人

看到过它们真正的样子。

此次展览中的一根竹珊瑚，是2018年

汪品先在甘泉海台下偶然发现的。那一

次，他们原本计划是去看冷泉动物群，可一

下潜到深海，汪品先就被珊瑚群吸引了。

他们用“深海勇士”号的机械手采集了一根

5米长的竹节珊瑚，可惜珊瑚在采集过程中

折断了，珊瑚上的许多生物也没有带上来。

此次展出的30多件5个科的冷水珊瑚

标本都来之不易，它们多为2020年中国科

学家搭载“深海勇士”号于南海采集而来，其

中23件冷水珊瑚标本都是首次与观众见

面。除了珊瑚，还有科考船“太阳号”“海洋四

号”以及无人深潜器ROV“科学号”采集的来

自我国南海冷泉区域的深海潜铠虾、贝类及

自生碳酸盐岩。

“这个展览做得真不容易。”上海科技馆

自然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云飞感慨，仅一个

用3D打印放大的珊瑚虫重要结构水螅体，就

花费了团队许多精力。怪异的模样、复杂的

结构、“冷门”的选题，让策展团队倍感压力。

不过，张云飞表示，他们希望能与更多科学家

合作，将科技馆作为他们发表自己最新成果

的舞台，让原本只有科学家“独享”的美分享

给更多公众。

为梦想中的深海馆探路

86岁的“深海勇士”汪品先心中有一个

梦想：在上海建一座深海馆，策划“深海园林”

展也是为这个梦想探路。

汪品先心中的深海馆什么样？他精神矍

铄地分享起了心中的规划：“深海馆”应该包

括三部分，一是海洋科学知识，包括海水流

动、海底构造等；二是大洋技术，包括深钻、深

潜、深网等；三是与海洋有关的人文艺术。

为何上海需要一座深海馆？汪品先表

示，中华文明过去长期领先于世界，但到

了16世纪，海洋文明崛起，让我们一度落

后挨打。深海馆的建立可以培养青少年的

海洋意识、海洋视野。同时，海洋是一种

精神气魄，并非只有海洋相关专业的人才

能研究海洋，各行各业都可以生发出与海洋

共鸣的触角。

这个想法得到了上海科技馆馆长王小明

的认可。他表示，上海面朝大海，深海科技在

我国处于领先水平，可以适时谋划这座科普

场馆，为海洋强国建设贡献科普力量。

为最新科研成果搭建展示平台，我国首个深海主题综合性原创展览开幕

珊瑚营造园林，用中国意境科普深海奥秘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汪品先在“深海园

林”展中畅谈。

 展览团队通过3D

建模、打印技术制作80株

冷水珊瑚模型，还原竹节

珊瑚、扇珊瑚、柳珊瑚等

14种珊瑚自然生长状态。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疫

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我国疫

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当前，重症高

风险、普通人群怎么做好健康防护？如何

看待用药需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

疗救治专家组成员王贵强作出专业解答。

1.问：哪些人属于重症高风险人群？
他们该怎么办？

答：重症高风险人群主要有三类：60
岁以上特别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基

础性疾病的患者，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群。对他们来说，最有效的保护就是接

种疫苗。

没打疫苗的人对新冠病毒感染的风

险可能意识不足，还有人因为自己有基

础性疾病，不敢接种；部分老年人担心

接种不方便。如果感染新冠病毒，有基

础疾病的老年人容易发展为重症甚至导

致死亡。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最新出台

办法，要求进一步提高大家对疫苗接种

的认识，加快推进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工作。

医务人员应科学判定接种禁忌，比

如既往接种疫苗时发生过严重过敏反

应，如过敏性休克、喉头水肿。急性感

染性疾病处于发热阶段暂缓接种。正在

进行化疗的肿瘤患者、出现高血压危象

的患者、冠心病患者心梗发作、自身免

疫性神经系统疾病处于进展期等暂缓接

种。积极接种疫苗，也是为自己的健康

护航。

2.问：当前，个人做好健康防护还要
注意什么？

答：对于普通人群，要做到勤洗手、
外出时戴好口罩、常通风、不聚集。均衡

营养，适当休息，合理运动，保持良好的

心态。

慢性基础疾病患者要按照医嘱坚持

用药。气温骤降等恶劣天气时，慢性呼吸

疾病患者尽量减少外出。

如果出现发热、咽痛、咳嗽等不适，做

好健康监测。如果重症高风险人群出现

持续高烧不退、呼吸困难等情况，要及时

到医院就诊，避免疾病加重。

3.问：冬季是呼吸道病毒高发季节，
要不要储备相应药品？

答：我国治疗呼吸道感染的药物有充
足储备。家里可以适当储备一些解热镇

痛的日常药物，但没有必要去抢购、囤积。

经过近三年的抗疫，我国医疗卫生

和疾控体系经受住了考验。当前，奥密

克戎病毒致病力在减弱。万一感染了奥

密克戎变异株，一部分人会出现发热、

咳嗽、咽喉痛等症状，使用一些对症支持的药物包括中药就可

以。针对重症高风险人群，如果使用已获批的治疗新冠肺炎的

小分子药物，要遵照医生指导。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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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酒泉12月3日电（记者李国利 黄一宸）记者从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12月2日晚，神舟十四、神舟十五号

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这是中国航天员乘组完成的首次在轨交接，中国空间站正

式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模式。

据介绍，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

12月4日乘坐神舟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

试系统正在开展迎接航天员返回的各项准备。

中国航天员乘组完成首次在轨交接

神舟十四号乘组将于
今天返回东风着陆场

一列满载水果的列车日前驶离老挝磨

丁口岸，穿过中老铁路友谊隧道，进入中国

磨憨铁路口岸。中老铁路开通后，磨憨铁路

口岸综合性指定监管场正式建成并投入使

用，两国货物实现一站通关，铁路服务能力

进一步增强。老挝段8个货运站全部投入使

用，单月货运量屡创新高。

发送旅客 850万人次，运输货物 1120

万吨，跨境货物运输覆盖10余个国家和地

区……这是中老铁路交出的“成绩单”。一

年来，这条跨越山河、连接中国和老挝的黄

金线路，人畅其行、货畅其流，沿线经贸合作

更密切，成为加速地区互联互通、推动共同

发展的“钢铁丝路”。

情满大通道

中老铁路北起昆明，南到老挝首都万

象，设计时速160公里，全长1000多公里。列

车奔驰不息，已融入铁路沿线中老两国民众

的日常生活。

截至12月2日，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850万人次。其中，中国段单日最高开行65

列、发送旅客5万人次；老挝段单日最高开行

10列、发送旅客近8200人次。广大旅客搭乘

快车跨越山河，不仅感受到“舒适”，还感受

到“精准”。这离不开铁路职工为保证安全、

准点运行的坚守。

23岁的老挝人维拉赛在万象火车站工

作，从中国师傅那里学到了严谨与细致，也对

中老铁路发车时间的精准度印象深刻。“列车

必须准点发车，从万象到万荣、再到琅勃拉

邦，每一项都提前制定了详细计划。”他说。

元江大峡谷，一座红色大桥飞跨两岸。

元江双线特大桥是中老铁路的控制性工程，

大桥桥墩最高154米，相当于50多层楼的高

度。为确保旅客平安出行，中国铁路昆明局

普洱基础设施段有一群“诊疗师”，每月至少

两次在高空检修大桥。

铁路部门充分运用卫星地图、无人机等

科技手段，使用中国自主生产的捣固机、精

调机等设备，加强线路巡查、隐患整治和设

备养护，保障了中老铁路运输安全稳定。

“中老铁路列车平顺性和舒适性非常

好。”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耕捷说，“坚持最精细的养护模

式，用心用情运营好这条国际大通道，打造

跨国运营标杆。”

黄金连接线

以基础设施“硬联通”为基础、以规则标

准“软联通”为支撑、以两国人民“心联通”为

愿景，中老铁路供给体系对市场需求的适配

性不断提升，推动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价

值链。这条黄金线路，成为加速中老两国沿

线地区发展的快车道。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关累镇傣族村寨城

子村毗邻中老铁路。“村民抓住铁路带来的

机遇，将自家小院打造成农家乐，吸引游客

过来。”城子村村民小组小组长岩罕捧说，铁

路是村子发展的底气。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结束了云南普洱、

西双版纳不通铁路的历史。像城子村一样，

中老铁路沿线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陆

续出现在“旅游目的地”清单上。

一年来，中老铁路老挝段办理客运业务

的车站增至10个，新购置“澜沧号”动车组和

普速旅客列车，实现动车组与普速列车共线

运行，满足了老挝民众求学、探亲、就医、旅

游、商贸等各方面需求，促进列车游客数量

大幅增长，中老铁路甚至成为邻国游客的

“打卡”目标。

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数据显示，中老铁路

开通运营后，从万象至琅勃拉邦的旅客运送量

最高日达2700余人次，旅游人群普遍热衷于铁

路出行。2022年前10个月，33.6万游客中，

85.27%选择乘坐火车从万象前往琅勃拉邦。

“现在去哪个城市都方便，节省很多时

间。老挝旅游业的发展有目共睹。”维拉赛

说，“从周边国家来旅游的人很多，特别是泰

国，让老挝城市的经济都好起来了。”

“中老铁路投入使用后，泰国人很喜欢

来体验，还想将来坐中老铁路去中国旅游！”

经常带本国游客跑琅勃拉邦旅游线路的泰

国导游探雅叻告诉记者。

中老铁路在中国和东盟间构建起一条

便捷物流通道，为沿线发展按下“加速键”。

中国国内25个省区市开行跨境货运列车，货

物品类由10余种扩至1200余种，货物种类不

断丰富，折射出中国与老、泰等周边国家的

合作不断深化。

负责老挝段运营的老中铁路有限公司

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10月，连接中老两国铁

路的老挝磨丁口岸出口贸易额已达10.24亿

美元，是2021年全年的1.8倍。一年来，中老

铁路发送跨境货物超190万吨，货运量一直

呈上升趋势。

激活沿线旅游经济，推动资源开发流

动，促进产业扩能升级……中老铁路给两国

沿线城市带来实打实的发展契机。

“中老铁路是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推进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础设

施。”西双版纳州州委书记朱家伟说，西双版纳

正积极抢抓中老铁路开通的历史机遇，着力构

建以中老铁路为轴的立体化开发新格局。

“中老铁路的客货两旺局面，正对东南

亚国家产生影响。周边国家会推动中老铁

路不断向南修，中泰铁路也会加速推进。”老

中铁路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杜志刚告诉记者。

友谊新丝路

31岁的老挝青年闻鹏宇目前正在云南

大学读博士。去年12月3日，他登上从昆明

出发的中老铁路首发列车，见证了通车。“在

中国的留学经历是就业的‘加分项’。”闻鹏

宇说，希望毕业后能依托中老铁路，从事跨

境贸易相关工作。

今年7月，闻鹏宇的妹妹万丽莎第一次

乘坐中老铁路列车，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车内环境整洁、乘务员服务周到、出行方便

快捷。

“中老铁路让我和许多中国朋友相聚，

我们分享中国菜和老挝菜，一起度过了中国

春节和老挝宋干节。”万象站老挝籍客运值

班员陈诗雨说，朝夕相处让万象站的老中两

国铁路工作者成为相互扶持的好伙伴。

运营方积极搭建境外人才培养平台，编

制出版汉老双语培训教材，开展中文语言教

学、一对一业务培训、师带徒实作演练，全面

提升老挝籍员工的岗位技术水平，目前已有

590名老挝籍员工上岗作业……这些共赢实

践，擦亮了以“丝路通途、美美与共”为主题

的中老铁路文化品牌，在这条新丝路上不断

谱写友谊的故事。

老挝姑娘希达在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从

事机车维修工作。她说：“希望自己多学知

识、提高能力，在老师回国之前把学的东西

在实践中用起来。”

“铁轨的‘硬联通’密切了中老两国人民

的‘心联通’。”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

所长马勇说，两国地缘相近，民心相亲，中老

铁路堪称友谊新丝路。

“老中铁路只是起点，不是终点。这条

钢铁巨龙承载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希望和梦

想，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老挝国家主席通

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中老铁路

为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也为共建“一带

一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示

范。在新的征程上，中国正携手各国推动地

区互联互通和协调发展，迈向共同繁荣的美

好未来。

新华社记者 王长山 丁怡全 章建华
（据新华社昆明／万象12月3日电）

——中老铁路实现客货运输量质齐升

打造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黄金线路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记者张辛欣）记者从工信部获
悉，我国新型显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显示面板年产能达到2

亿平方米，有力支撑智能手机、电视、显示器、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等领域应用。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表示，工信部将引

导重点区域合理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推动新型显示

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进。

在近日于四川成都召开的2022世界显示产业大会上，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新型显示产业发展现

状与趋势洞察》显示，我国新型显示产业规模持续增长，2012

年至2021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5.8%。从区域来看，珠三角

地区产能规模最大，中西部地区近年来产线建设速度加快。天

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新型显示相关企业1.9万余家。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表示，显示

无处不在的特征日益凸显，不断赋能消费电子、数字文创、数

字医疗等领域。我国已成为全球显示产业重要的研发和生产基

地，产业链协同发展趋势明显。

新型显示产业是信息时代的终端基础和数字经济的关键领

域，是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王江平表示，工信部将

把握新型显示产业发展特点，深入落实产业规划，推动资源要

素集聚和整合，引导重点区域合理布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与此同时，面向

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提升显示技术赋能经济发展的水平。

我国显示面板年产能达2亿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