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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兵马俑：秦军雄魂展风华

巍巍秦岭下，幽幽骊山旁。中
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
陵寝坐落于此。

巨大的地上封土、规整的地下
墓葬。司马迁曾在《史记》中这样描
述这座古老而神秘的陵寝：“宫观百
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以水银为百
川江河大海”……为后世留下许多
悬念和遐想。

这其中，兵马俑的发现生动又
离奇。

1974 年春，在陕西省临潼县
（现西安市临潼区）西杨村，当地农
民在打井时发现一些陶俑碎片。“这
些陶俑碎片横七竖八地散落在打井
现场。有人猜测是砖瓦窑，有人说
是古庙塑像。”时任秦始皇陵兵马俑
考古队领队的袁仲一回忆道。

虽然发现的是陶俑碎片，但初
步拼对出的几尊陶俑足以在当时的
考古界引起轰动：从陶俑的发型服
饰、神态姿势，到同时发现的铜镞和
铜弩机……可以看出，这是秦代的
武士俑！

专业考古队随即成立。自此，
一代代考古人在这里持续进行兵马
俑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许卫
红，曾在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考古
发掘中任领队。一尊彩色陶俑的出
土瞬间，至今仍让她记忆深刻：用手
术刀轻刮一块篮球大的“土块”，浮
土散去，粉颊朱唇的彩色陶俑渐露
真容。

“与‘他’对视的那一刻，我仿佛

面对着一名活生生的秦代战士。”许
卫红说。

2023 年，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
发掘成果公布——新发现陶俑陶马
200 余件、初步厘清了军阵的排列
规律、明确了秦陵陶俑的制作程序。

半个世纪里，兵马俑的考古发
掘和保护研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
为世人徐徐展开 2000 多年前宏伟
壮阔的历史画卷：

数量惊人——兵马俑一、二、三
号坑被相继发现，总面积达 2万多
平方米，埋藏着约 8000 件陶俑陶
马，以及数以万计的铜镞等兵器；

布局规整——三个兵马俑坑排
兵布阵规整，还有分列的兵营、军幕
等功能区分，攻守兼备、组织严密；

制作精巧——兵马俑不仅身姿
服饰各有差异，连脸型都有“国”字、

“申”字、“甲”字等多种，配合表情、
胡须、发型等变化组合，可谓“千人
千面”。

“秦始皇帝陵兵马俑是二十世
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焦南峰说，“以兵
马俑的发掘为起点，中国考古界对
秦陵、秦文化的研究不断取得进
展。”

198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秦始皇帝陵（含兵马俑坑）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

“兵马俑具有丰富的艺术、历
史、科学等价值。”从事秦汉历史与
考古研究的西北大学教授徐卫民
说，“它既是探索研究中华文明的珍
贵文化遗产资源，也是展现中华文
明风采的重要载体。”

守护兵马俑：匠心妙手焕光彩

令人惊叹的是，兵马俑最初深
埋于地下时，并不像今天看到的那
般“灰头土脸”。考古资料表明，兵
马俑原是通体施彩，有朱红、粉绿、
赭等十多种颜色。

“经过两千多年的深埋，那些保
存下来的颜料出土后 15 秒就开始
变化，4分钟内就完全脱水、起翘、
剥落，有的就遗留在泥层上。”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主任夏
寅说。

俑身彩绘如何保护？陶俑碎片

怎么修复？50年来，文物保护修复
工作者孜孜不倦探寻答案。

“兵马俑一经出土，先要经过探
伤、检测等‘体检程序’，再进行加固、
拼对、粘接、补全等修复工作。”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修复专家兰德省
说。为留住“真彩”，中外合作开展文
物科技保护研究，系统揭示了彩绘的
层次结构、物质组成、工艺以及损坏
机理。“我们使用抗皱缩剂和加固剂
联合处理法，保住兵马俑表面色彩的
同时，减缓了褪色速度。”

“我们还在颜料中分析出一种
尚未在自然界中发现的紫色颜料
——硅酸铜钡。这对研究我国古代
颜料史具有重大意义。”夏寅说。

近年来，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攻克兵马
俑等珍贵文物在考古发掘、保护修
复中的难题。“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
究”“考古现场脆弱性文物临时固型
提取及其保护技术”等项目分别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高光谱色彩分析“诊断”彩绘文
物病害，空地融合三维建模技术进
一步厘清遗址的规模形制等……科
学力量的不断注入激活文化遗产保
护“一池春水”。

保护修复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秦始皇帝
陵博物院“线上展厅”，点开 500亿
像素的兵马俑一号坑室内全景图，
俑坑里每尊兵马俑的发髻、表情纤
毫毕现。互动体验产品“云游百戏
俑”则将实景与VR技术结合，再现
秦朝宫廷场景。

“铠甲军吏俑、铠甲武士俑、跪
射武士俑……现场真是气势恢宏，
线上展厅的细节更是震撼人心！”身
为“文博迷”的游客王楷激动地说。

“近期，在兵马俑考古现场建设
的应急保护实验舱、发掘与保护平
台投入使用，可以实现考古发掘、科
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同步进行。”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岗说，“未来我
们将更加注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
高秦陵考古的发现和分析能力，加
强考古成果的创新性转化。”

对话兵马俑：古老文明扬中外

“‘他’已经 2000 多岁了，但盔

甲和头发上的细节依然清晰可见！”站在
一尊陶俑前，英国游客塔米拉不禁惊
叹。今年5月，她到中国旅游，秦始皇帝
陵兵马俑是重要一站。

兵马俑的发现，让这片土地从山野
乡村变为世界闻名的旅游景区。截至目
前，已有超过1.6亿人次国内外游客前来
一睹“大秦雄风”。其中，2023年，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接待游客超过 1100万人
次，创建馆以来年观众数量最高纪录。

这里也成为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华文
明的“金名片”，先后接待外国元首和政
府首脑200余人次。

作为“文化使者”，兵马俑不断走出
国门，作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向国际社
会展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如今，兵马俑已在美国、英国、西班
牙等49个国家和地区展出，举办了277
次展览，深受外国观众喜爱。1976 年，
秦兵马俑首次出国展出地是日本 。
2022 年，兵马俑再次到日本展出，为期
一年的“兵马俑与古代中国——秦汉文
明的遗产”展览，吸引了超过40万名日
本民众。

与此同时，国际间学术交流与合作
持续加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牵手”
德国、比利时、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
的研究机构及国内多所高校，多年来
不断探索未知、解答谜题，在土遗址保
护、陶质文物修复技术优化、秦时期手
工业生产等领域开展合作研究，研究
成果也不断转化应用在文物保护与修
复工作中。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周萍说：
“在合作中，不仅要共同开发适用于文物
保护实际的技术体系，还要共同培养从
事文物科技保护的青年人才。文化遗产
属于历史，更属于未来。”

今年 5月，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法
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签订合作协议，
共同就木质遗存与土遗址保护开展科学
研究，合作开展巴黎圣母院修复和秦始
皇帝陵兵马俑保护工作。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蓬勃
发展，推动了以兵马俑等珍贵文物为代
表的秦陵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大发现和
研究成果。”李岗说，“我们置身于考古
工作的黄金时代，探寻中华文明基因密
码、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是新时
代考古工作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新华社西安9月9日电）

呵护文化瑰宝 探寻文明历史
——写在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考古发现50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刘书云 杨一苗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
多彩世界，这是一处启迪
后世的玄妙空间，这是一
座世界文明的文化坐标。

沉睡 2000 多年的秦
始 皇 帝 陵 的“ 地 下 军
团”——兵马俑，一经发
现即震惊世界，是二十世
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
一。半个世纪间，在几代
考古工作者持之以恒地
探寻与追问下，兵马俑考
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取得
了丰硕成果。

秦风扬中外，文韵烁
古今。栩栩如生的陶俑、
气势磅礴的军阵，实证了
中华文明发展的辉煌历
程，彰显着中华文明对世
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上接第一版）希望双方加强人文交流，深化经贸、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合作，西方愿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环境。西中双方都致力于维护世界
和平、捍卫多边主义。当今世界面临动荡冲突、贫困、气候变化等多重
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发
展的关键力量，对解决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发挥着重要建设性作用。西
方从战略高度看待同中国的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做中国
可以信任的伙伴，期待进一步深化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人
民福祉和世界的和平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西方支持自由贸易和市
场开放原则，不赞同打贸易战，愿继续为促进欧中关系健康发展发挥
积极作用。

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王毅参加会见。

（上接第一版）目前，嘎东社区
建设基层党委1个，网格党支部18
个，两新党支部2个，发展本地农牧
民党员83人、流动党员590人。嘎
东社区以提升组织建设为抓手，大
力推进便民服务中心、党员活动室
建设，进一步强化党的基层战斗堡
垒阵地功能。社区还充分发挥党员
中心户、联户长、网格员作用，划分
治理网格26个，推动“人在格中走、
事在格中办”，社区基层治理水平得
到进一步提升。

在西藏藏地吉龙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王君正进车间、看产品、听介

绍，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
发、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强
调，要加大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力
度，做大做强农牧产品精深加工，延
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进规模化
生产经营。食品行业要高度重视食
品安全工作，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
理念，压实责任严格把关，全力确保
食品安全。王君正书记调研后，西
藏藏地吉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立即
组织全体员工开展学习。大家纷纷
表示，将深刻认识王君正书记讲话
的重要意义，在学习上融会贯通，在
落实上担当实干，把学习内容与提

升工作质效结合起来。
“我们将严格按照王君正书记调

研要求，尽职尽责，对公司原料及辅料
的采购严格把关，突出源头严防、过程
严管、风险严控，持续加强食品安全风
险隐患排查整治，为消费者提供优质
健康的产品。”西藏藏地吉龙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供应部员工德吉说。

据了解，西藏藏地吉龙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是集研发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乳品公司,采用先
进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生产线。2023
年，在拉萨市良好营商环境下，公司
乳制品共计生产销售 1400 余吨，实

现销售收入近 2000万元。“王君正书
记到我们公司调研，不仅是对我们以
往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企业未来
发展的鞭策，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继续
秉承创新发展的理念，加大研发投入，
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核心竞争
力。公司计划 2024 年完成生产目标
2000 吨，实现销售收入 3000 万元。
未来，公司将紧紧围绕农牧业‘规模
化、标准化、产业化、智能化、资源化’
的发展思路，打造特色品牌、树立行
业标杆，为推动拉萨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西藏藏地吉龙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凤明说。

踔 厉 奋 发 勇 毅 前 行 为 推 动 拉 萨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作 出 更 大 贡 献

（上接第一版）75年来，我国经济影响力持续提升。
2023 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升至 17%左右。2013 年至

2023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30%，是世界经济增
长的最大动力源。

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汇储
备第一大国……今日的中国经济，呈现万千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
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过数代人不懈
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文章评价说，75年来，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国家
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体系。中共十八大
以来，全国人民的努力取得成果，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成功迈进现
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今年7月，中国一汽自主研发的第900万辆解放牌卡车在位于吉林
省长春市的智能工厂下线。70多年前，中国一汽从零起步，三年建成投
产，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解放牌卡车用七代车的更迭，印证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
到强的发展成就。一汽的自主创新、华丽蜕变，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经济从结构单一到百业兴旺，经济发展的
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锚定高质量
发展目标，加快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
构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的75年——
产业结构深刻变化，实现由农业为主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转变；

需求结构持续改善，实现由需求疲弱向“三驾马车”协同发力的转变；从
城乡分割到统筹推进，区域结构优化重塑。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蹄疾步稳。传统产业转型加
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服务业规模持续壮大。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2.5%，消费“主引擎”作用进一步增强。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新的增长极增长带不断形成。
2023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2012年末提高13.06个百分点，城乡发
展差距进一步缩小。

这是发展动力不断增强的75年——
从“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到“天宫”遨游太空，再到C919大飞

机实现商飞，中国创新实力持续跃升。
2023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规模稳居世界第二，

比 2012 年增长 2.2 倍；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 2012 年的第 34位跃升至
2023年的第12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党的十八大
以来，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动力。

这是发展空间不断拓展的75年——
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再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我国经济发展不断拓展新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货物贸易规模连创新高。2023年，实际利用

外商直接投资1633亿美元，比1983年增长176倍，规模连续多年保持
世界领先。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巩固扩大，分批次设立22个自贸试
验区，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今天的中国，正围绕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

名字听着“土”，村子却很“潮”。走进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黑泥地社
区，只见家家户户被绿树鲜花环绕，阳光照耀之下，房屋错落有致，道路
宽阔整洁，彩色民居熠熠生辉。

从昔日“道路拧麻花、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的贫困村，到如今吃
上“旅游饭”、过上好日子，今年上半年已实现旅游收入70多万元……黑
泥地的蝶变是乡村振兴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始终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经济发展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补齐民生
保障短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
保障。

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积贫积弱，人民普遍贫困。经过多年不懈奋

斗，贫困人口显著减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
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
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49.7 元，这是 194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到 1978 年改

革开放初期，也仅有 171 元。2023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3.92 万元,扣除物价因素比 1949 年实际增长 76 倍，年均增长
6%。

党的十八大以来，就业优先战略深入实施，2013年至2023年累计
实现城镇新增就业超1.4 亿人。居民收入稳步增加，生活品质不断提
升，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从2013年的 16.9 辆增加到 2023年的
49.7辆。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污染天数明显减
少，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万里山河增添
了山青、水绿、天蓝、土净的亮丽底色。

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保障尚属空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

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覆盖面持续扩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驶入快车道，我国建成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2023年底，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失业
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亿人、13.3亿人、3亿人、2.4亿人。住房保
障力度加大，养老服务加快发展，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不断
完善。

75 年披荆斩棘，75 年沧桑巨变。回望过去，中国经济创造奇
迹、实现跃升；展望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定，必将开拓出更加光明的发展
前景。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总量连上台阶 结构优化升级

图为参与兵马俑第三次发掘的考古人员在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内进行发掘清理（2012年6月9日摄）。（新华社发）

图为9月8日，在秦始皇帝陵
博物院，观众在拍摄“千古一帝的
地下王国——秦始皇陵考古发现
展”上展出的兵马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