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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晶卉

本报讯 （记者许琦敏）中秋
佳节前夕，嫦娥五号带来了特别

“大礼包”：中国科学家首次在月

球上获得并发现了新矿物，被命

名为“嫦娥石”。这是人类在月球

上发现的第六种新矿物，我国成

为世界上第三个在月球发现新矿

物的国家。

昨天，国家航天局、国家原子

能机构联合在京发布这一最新科

学成果。这是我国在空间科学领

域取得的一项重大科学成果，也

是核与航天跨行业、跨专业的一

次合作探索。

“嫦娥石”是一种新的磷酸盐

矿物，呈柱状晶体，存在于月球玄

武岩颗粒中。虽然玄武岩在地球

上很常见，却从未发现过这种矿

物，这或许与月球独特的演化经

历有关。这一发现拓宽了人类的

认知边界，将有助于研究月球的

起源和演化。

通过X射线衍射等一系列高

新技术手段，中核集团核工业北

京地质研究院创新团队在十四万

个月球样品颗粒中，分离出一颗

粒径约10微米大小的单晶颗粒。

团队成功为这颗直径不到普通人

头发丝1/10的微粒解析出晶体结

构，经国际矿物学会（IMA）新矿

物分类及命名委员会（CNMNC）

投票通过，确证为一种新矿物。

“嫦娥石”是继“广寒宫”“织

女”“河鼓”等35个月球地理实体

命名后，月球科学探索领域又一

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并被国际社

会认可的月球相关名称。据中核

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月球

研究团队牵头人李子颖介绍，“嫦

娥石”（changesite）的名字是为纪

念我国嫦娥工程首次取回的月球

样品。此外，这个名字也表明该矿

物取自嫦娥五号的降落点。

在月球样品中发现“嫦娥石”的同时，研究团队还首次

准确测定了未来潜在的核聚变资源氦-3含量，探索了氦-3

含量与月球样品粒度及矿物种类的关系；获得了氦-3的温

度释放曲线，确定了最佳提取温度。这为今后月球样品中

氦-3资源量评估及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携带1731克月球样品返

回地球。据介绍，国家航天局已完成四批152份、共计

53625.7毫克的月球样品发放，有33家科研单位的98位申

请人通过申请。目前，第五批月球样品正完成评审，后续将

按程序发放。

目前，中科院、教育部、自然资源部、中核集团等多个单

位获批承担月球样品研究工作，已在岩浆分异、太空风化、

氦-3气体以及生物能转化等方面取得一批成果。这些最新

发现对认识月球起源与演化、月球资源的有效利用、实现

“零能耗”的地外环境和生命支持系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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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辰）中秋小长假前夕，市公安局启动高
等级勤务，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

一行动，全面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客流疏导、道路交通组

织等各项工作，严打违法犯罪、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市民群

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

节日期间，上海公安机关将按照“警力跟着警情走、勤

务跟着需求走”的原则，将警力向重点区域投放、向夜间时

段倾斜。针对治安复杂和警情高发区域，警方将动态设置

卡点，加大对可疑车辆、人员盘查的综合查缉力度，净化社

会治安秩序。全市社区民警、群防群治力量将结合“百万警

进千万家”活动，开展反电诈、反盗窃、防溺水等安全防范知

识、技能的宣传警示和教育。

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将按照“一点一方案”“一活动一方

案”要求，进一步强化大型文化活动的安全隐患排查，严防

发生各类事故和聚集性疫情传染风险。

上海公安全力做好中秋安保工作

本报讯（记者占悦）2022年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工会工作联席会议昨天以远程连线方式召开，三省一

市就长三角地区工会工作进行交流，并共同发布了长三角

一体化工会重点工作方案。

重点工作方案包括：《2022年推进中国长三角地区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竞赛工作意见》《长三角三省一市工会一体化

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方案》《2022年长三角三省一市

职工疗休养区域战略协作工作方案》《“数聚长三角 智汇创

未来”长三角地区数字赋能高质量发展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

活动方案》《长三角结对城市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方案》等。

今年，沪苏浙皖工会在过去携手共建的基础上，聚焦劳

动和技能竞赛、职工创新创效、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服务职

工等多方面重点工作进一步达成共识、协同发力。

长三角工会携手推进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本报讯（记者占悦）昨天，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召
开“上海民营经济圆桌会”（第一期）。圆桌会以“稳预期

促发展 提信心释活力”为主题，深入了解小微企业当前

发展诉求，促进小微企业稳定预期、提振信心、释放活

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通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通说，要发挥好圆桌会的平台作用，健全政企互

动、市区联动、商会协同推动解决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的工

作机制，努力推动重点建议落实落地，形成有利于民营经

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

会议邀请近30家小微企业代表参加，6家公司结合所

在行业和企业实际，交流了对小微企业发展和优化我市营

商环境的意见建议。

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寿子琪主持会议。

促进小微企业稳预期提信心释活力

延伸阅读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 ·天文学》“月质学”词条记载，

人类在月岩中已发现近60种矿物，其中三斜铁辉石、
低铁假板钛矿、钛铬铁矿、静海石，以及类似静海石的
富锆矿物(X及Y相)是地球上尚未发现的矿物。

关于月球新矿物以月球或矿物发现相关的事物
来命名，已成为一种常用命名方式。比如，低铁假板
钛矿被命名为“阿姆阿尔柯尔矿石”，是以阿姆斯特
朗、奥尔德林和科林斯这三位宇航员命名，他们于
1969年在月球表面的静海基地发现了这种矿石。又
如静海石就是以阿波罗11号在月球着陆的地点“静
海”命名。

本报讯 （记者周渊）9月8日深夜，世界

第一大集装箱港上海港依然灯火璀璨，桥吊、

轨道吊、AGV小车忙碌不停，一个个满载货

物的集装箱从这里走向世界、引进中国。当

晚，上海港单昼夜吞吐量定格于160058标准

箱，打破了一年前创造的历史纪录，也标志着

上港集团进入年度目标全面冲刺阶段。

上港集团介绍，此前超强台风“轩岚诺”

来袭一度让港口作业按下暂停键；台风过后，

面对干支线船舶集中抵港的生产态势，上海

港精心部署，干部职工昼夜奋战，在确保安全

生产的前提下，各集装箱码头公司精心部署、

合理搭配，在实际生产中做到争分夺秒、保质

增效。此外，今年上港集团部分码头增设换

新的大型机械设备，进一步发挥了生产力。

9月7日，解除台风警报后的第一个生产全

面恢复日，引航、拖轮、码头、理货、物流等各单

位齐发力，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15.77万标准箱。其中，沪东公司完成1.65万标

准箱，创公司单昼夜历史新高。

9月8日，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继续

走高，乘势而上完成160058标准箱，首次突破

16万标准箱大关，刷新2021年8月19日创造的

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158858标准箱纪录。

今年头8个月，上海港累计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3102.2万标准箱，同比增长0.2%，为全年

计划的64.6%，其中水水中转吞吐量为1665.8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8.2%。

打破一年前创造的历史纪录，也标志着上港集团进入年度目标全面冲刺阶段

上海港集装箱昼夜吞吐量首破16万标箱

今年1至8月，上海共计新增各类首店

609家，其中7月和8月分别骤增129家和

114家，首发经济韧性十足。作为第三届上

海“五五购物节”12项标杆活动之一，

2022上海全球新品首发季启动仪式昨晚举

行，同时揭晓了2021年度“上海市首发经

济活跃指数”，得分为87.68，对比2020年

度提升0.5个百分点。

“首发经济”有韧性：逾100
家首店旗舰店抢滩上海

宝格丽奇境伊甸园高级珠宝展刚刚在上

海展览中心落下帷幕，梵克雅宝典藏臻品回

顾首展又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演。今年

以来，上海“首发经济”发展依然韧性十足。

来自市商务委的数据显示，1至8月，本市共

计新增各类首店609家，其中，7月、8月分别

骤增129家和114家。

2022上海全球新品首发季为期一个月，

将以创新互动、沉浸快闪等方式，打造线上线

下联动的新品首发盛宴，助力“首发经济”再

起新帆。据悉，首发季包括7场集中首发活

动，比如，即将到来的2023春夏上海时装周，

以“元启新自然”为主题，将在新天地太平湖、

外滩源等地标举办各类服饰首发活动，在IM

长宁国际、西岸艺术中心等商业艺术空间内

举办近千个品牌的商贸订货展；上海时尚定

制周将举办高级时尚定制新品集中首发活

动，共同打造沉浸式展陈空间。

与此同时，各大国际国内品牌围绕新产

品、新技术、新服务以及首店，打造N场首发

季品牌主题日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豫园

股份旗下首个自主研发孵化的功能性护肤品

品牌“愈感”和彩妆品牌“XWAY未知之路”

首次亮相。展台负责人介绍，“愈感”的专利

成分“愈修元”就来自豫园股份化妆品研发的

最新成果。

上海一批高级别首店首展也已“在路

上”。目前江诗丹顿沉浸式体验空间正在筹

备中，阿莱亚开设中国首店，IWC万国表开设

亚洲首家概念店。开云集团旗下古驰、葆蝶

家、巴黎世家、亚历山大麦昆、宝诗龙、宝曼兰

朵等品牌将策划中国限定发售、全球线上首

发。欧莱雅集团多个品牌将举办新品首发，

其中阿玛尼将推出高定香水全球首展、普拉

达香水美妆将开设中国首店并举办全球新品

首发活动。预计有近200个国内外品牌举办

首发主题日活动，逾100家首店旗舰店抢滩

上海消费市场。

“首发经济”指数有提升，市
区两级发布支持政策

上海已连续两年发布本市年度“首发经

济活跃指数”，从竞争力、成长力和影响力维

度开展客观评价。昨天的启动仪式上，也揭

晓了2021年度“上海市首发经济活跃指数”，

为87.68，其中竞争力指数为86.97、成长力指

数为88.03、影响力指数为88.29。对比2020

年度，上海“首发经济”活跃指数提升0.5个百

分点。

“全年‘首发经济’活跃指数中，影响力指

数最高，达到88.29，体现了本市‘首发经济’

的较好影响力。”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15%消费者因为新品首

发活动而慕名前来购物，时尚潮流、功能款

式、消费方式等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重要因素。

为了继续培育“首发经济”新动能，市商

务委发布了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支持政策。“我

们将对具有市场引领性的创新业态、模式及

创意活动，以及对消费市场增长有突出贡献

的企业适当予以支持。”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介绍，品牌具有市场引领性，年内在上海开设

全球或亚太首店、旗舰店，年内在上海开展有

影响力的新品首发、首秀、首展活动的企业；

年内在本市推出具有市场引领性的创新业

态、模式等4个方面创新项目的企业，都有望

获得支持。此外，作为本市首批“上海全球新

品首发地示范区”之一，徐汇区也发布了“首

发经济”促进支持政策，加强总部企业和商业

品牌联动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元宇宙“上
新”提升体验度

在新品首发质量与数量提升的同时，“首

发经济”的外延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一件新

品高定衣服，可以穿在线下走秀模特的身上，

也可以出现在元宇宙的镜像世界里。

在昨天的沉浸快闪现场，记者看到了好

几块透明屏幕，地标马克通过“元宇宙”的虚

实结合，线上联动复刻现场美陈，带来时尚新

品的AR/VR视觉全新体验。从喷火巨龙到

不同形象的数字人，从NFT数字藏品到空间

AR大秀，多类装置带来沉浸式云逛展体验，

实现跨域、多维人群覆盖。而此前开幕的上

海国际美妆节，也创新打造了首个希壤元宇

宙美妆集合，并引导21个国内外知名美妆品

牌集中进行新品首发。

市商务委表示，上海将紧扣“引领时尚、

定义潮流”，一方面用好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支

持政策，对优秀企业给予适当专项资金支持，

另一方面支持各区结合《上海市商业空间布

局专项规划（2022-2035年）》，培育建设云集

国际国内精品的“首发经济”集聚区，不断提

升和丰富首发经济内涵，持续打造独树一帜

的“首发经济”，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2021年度“上海市首发经济活跃指数”为87.68，比上年提升0.5个百分点

今年前8个月申城新增609家首店

本报讯 （记者王宛艺）
昨天，第八届上海公益微电

影节启动。以“帮助他人

阳光自己”为主题，本届上

海公益微电影节打造促进

公益影像创作交流的慈善

文化平台，通过展示优秀的

公益影像作品拓展公益传

播途径，促进慈善文化和慈

善事业的繁荣发展，提升城

市软实力。

今年，面对疫情，全市

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疫后又

快速恢复生产，群众生活重

拾烟火气。“这其中有激励

向上的能量、有感人至深的

故事、有不忘初心的事迹，

这都是人人慈善的美好缩

影、是社会向善的真实展

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理

事长钟燕群表示，将发挥公

益微电影传播交流的平台

功能，将感人的故事和经历

通过微电影和短视频的形

式进行记录和传颂，“小善”

中见“大爱”。同时，也汇聚

社会各界的爱心，形成公益

慈善暖流，温暖每一个人。

目前，本届上海公益微

电影节已正式开放报名通

道，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并评

选优秀的公益题材微电影

及短视频作品。参评作品

征集时间为9月9日至10月

31日，并将于12月举行颁奖

典礼。

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创

办于2015年，至今已成功举

办七届，曾荣获第三届“上

海文化十大特色活动”称

号，累计征集优秀公益作品近3000部。

此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市委网信办指导，

市慈善基金会、上海电影集团和第一财经主

办，上海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上海广播影视

制作行业协会参与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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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唐闻佳）当前，本市仍有
社会面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报告，“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压力依然较大。为进一步巩

固疫情防控成果，快速发现阳性感染者，有

必要在现阶段进一步加强社会面核酸检测

工作。按国家和本市疫情防控有关规定，

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发布

决定：全市常态化核酸检测点免费检测服

务延长至10月31日。

即日起至10月31日，市民应每周至少

进行1次核酸检测。市民如7天内无核酸

检测记录，其“随申码”将会被赋黄码；完成

核酸采样后，其“随申码”将在24小时内转

码。7天内无核酸检测记录的市民，应及

时参与社区便民筛查或至核酸采样点开展

核酸检测。对“应检未检”并造成疫情传播

扩散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除进

出所居住小区、前往核酸采样点进行核酸

检测、就医等外，被赋黄码人员非必要不外

出，尽量减少与他人接触，避免前往人群聚

集公共场所。对长期卧床重病患者、行动不

便老人、残障人士、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各区

要提供核酸检测便利服务。

市民如对其“随申码”赋码有异议的，可

通过“随申办”或“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等渠

道反映。后续根据本市疫情风险研判，对核

酸检测有关政策和措施进行相应调整。

本市常态化核酸检测点免费服务至10月31日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昨天，上海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

布消息：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高

位流行，国内疫情多点散发，节假日期间

及前后人员流动聚集增加，疫情传播风险

加大，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为更好保

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市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加强中

秋、国庆假期及前后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措

施，倡议广大市民朋友就地过节，非必要

不出境，避免或减少跨市出行，避免前往

疫情高中低风险区及静态管理区域所在县

（市、区、旗），非必要不前往上述地区所

在地市。

对确需出行的市民，请提前了解目的

地疫情风险等级和防控政策，注意旅途防

疫安全，主动做好个人防护、核酸检测和

自主健康监测，积极配合当地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要求，返沪后及时向所在居村委和

单位报备。

在此期间，本市将继续严格来沪返

沪人员健康管理。国内疫情中高风险

区、实施静态管理区域人员应暂缓来沪

返沪，待所在地区风险等级降至低风险

或解除静态管理后方可来沪返沪。对7

日内有国内疫情高中低风险区、本市重

点关注区域及其他县级以上政府宣布实施

静态管理措施区域的来沪返沪人员，抵

沪后实施相应的健康管理措施。对未及

时报备、故意隐瞒及未配合落实防控措

施，导致疫情传播扩散的，将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本市将继续加强聚集性活动管理。非

必要不举办聚集性活动，能推迟举办的应

推迟举办，能线上举办的应线上举办，近

期原则上不举办大型会议、培训、会展、

文艺演出等聚集性活动。确需举办的，尽

量缩小规模，严格落实测温、扫码、通风

消毒、保持安全距离等现场防疫措施。

加强中秋国庆假期及前后全市疫情防控

在西岸艺术中心展厅内，55个国内外知名品牌举办集中首展。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上接第一版）进一步强化市区联动、部门协

作、区域协同，以快制快、事不过夜，第一时间

管控风险人员、风险区域，确保不漏一人、不

漏一地，进一步提升早发现、快处置和防扩散

的疫情应对能力。要持续开展常态化核酸筛

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定期检测等

措施。强化疫情监测预警，及时排查潜在风

险。要压实“四方责任”，抓好重点场所疫情防

控，加强各级各类聚集性活动管理，坚持非必

要不举办，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场

所码”和“数字哨兵”要加大引导和督促检查，

做到逢进必扫、逢扫必验，应扫尽扫、不漏一

人。要深入细致做好疫苗接种工作，加大科普

宣传力度，优化组织服务，创新方式方法，更

好保护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筑牢个人防护屏

障。要坚决守牢外防输入重要关口，持续完善

入境全程闭环管理，强化来沪返沪人员全链

条防控及健康管理。做好隔离房源筹措和应

急力量储备，建立快速转换机制。要持续加强

防疫宣传，引导市民做好防疫“三件套”、防护

“五还要”，当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从严从紧从细从实抓好防控措施细化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