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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毛乌素沙地，黑沙蒿、花棒、沙柳等肆意生长，
柠条迎着耀眼阳光，绽放串串金黄色花朵。

出宁夏盐池县城向西南，开车至人迹罕至的沙泉
湾。虽叫沙泉湾，这里既没泉，也没湾，几栋不起眼的平
房，是宁夏盐池毛乌素沙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
究站。

早在4月底草刚绿时，26岁的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
持学院博士生农皓钧就来到这里，开始又一次长达半年
的野外科研观测。作为学院荒漠土壤动物研究方向唯
一的学生，他的科研日常是——抓虫子。

顶着烈日，步行半个小时走进荒野深处，一片经过人
工修复的沙地便是农皓钧的实验样地。他熟练地拧动
钻头，挖出一个个小坑，放入透明杯子，再倒上酒精，“一
周后来回收，有可能看到甲虫等节肢动物”。

这是他在毛乌素沙地做研究的第4年。“治沙不仅靠
植物，土壤动物也不可或缺。虫子啃食、消化植被，可以
加快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对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很重
要。我的研究就是弄清楚荒漠土壤动物在沙地生态恢
复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农皓钧讲起虫子滔滔不绝。

抓虫子、数草株、采土样、记数据、做分析……20多
年来，一批批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师生来到这个西北县
城，以大自然为师，试图摸清风沙的脾气、认识水土的奥
秘、了解生物的韧性，探寻修复退化土地、建设美好家园
的科学途径。

盐池县常年干旱少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过
度放牧、过量采挖等原因，草原急剧退化，全县沙化土地
面积一度达八成以上。一夜狂风过境，流沙吞噬农田，
甚至堆得和平房屋顶一样高。人与沙的搏斗，持续
至今。

2000年，北京林业大学在盐池县开展国家科技攻关
项目，此后每年派出师生在此开展荒漠化防治研究，开
启了一场长达25年的青春接力。400多名北林师生前
赴后继来到这里，开展定位观测、科学研究、示范推广等
工作。

每年 4月到 11月的草木生长季，师生们常驻研究
站，站内面积不大的几栋平房，划分了实验室、标本室、
器材室、宿舍等。这里距离最近的村子约5公里，他们每
周去县城采购一次物资。

盛夏时，沙地表面最高温度可达45摄氏度以上，蚊
虫很多，学生们在野外一待就是半天甚至一整天，皮肤
暴露在阳光下，两个小时就能晒脱皮。

盐池研究站设有3座通量塔，对空气温湿度、风速风
向、碳水通量等生态要素进行观测。24岁的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生梁琨是新一
代“守塔人”，每周要爬上6米高的铁塔，检查维护仪器，读取观测数据，再回去
分析研究。“观测数据的连续性对科研至关重要，维护通量塔正常运行，对我来
说是责任，更是传承。”梁琨说。

如今，经过多年治理，盐池已实现“绿进沙退”，集中连片的流动沙地已基
本治理完毕，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攀升至58.56%。沙泉湾从昔日的“黄沙窝”变
成现在的“绿家园”，亦是北林师生“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田野答卷。

依托沙泉湾，北京林业大学先后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授权20余件，培养荒漠化防治、荒漠生态学等领域研究生180余名，为宁夏
乃至我国的防沙治沙和沙区生态恢复提供了科技支撑。

沙地从绿起来到形成稳定的生态系统，是个漫长的过程。走进研究站小
院，生物土壤结皮试验小区、全球变化对荒漠生态系统影响实验样地……一项
项面向荒漠化防治领域国家重大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

“我很喜欢这里的宁静，能够静下心来做科研。”农皓钧告诉记者，治沙最
早种下的灌草被称为“先锋植物”，它们像战士一样，勇敢对抗强劲风沙，为后
续植物定殖生长保驾护航，最终在完成使命后，逐步减少并退出群落。

“那些治沙的先行者就像‘先锋植物’，为后来的治沙人提供经验和指引。
正因为一代又一代治沙人的接力和奉献，才有现在的生机盎然。我们要做的
就是坚守和传承，交出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答卷。”他说。

（新华社银川5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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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口窄颈阔肚，两个酷似酒
壶的容器，中部相通——在青海
柳湾彩陶博物馆，一件双联陶罐
引人注目。讲解员李洁称，从形
制看，这件陶器应该是件盛水器
具，中间为何相通还不得而知。

“这就是博物馆的魅力之一，
大量陶器无法确定其准确用途，
但参观者可以尽情发挥想象。”李
洁说，有参观者就将其与当下短
视频平台较火的“兄弟同心杯”对
比，戏称数千年前也有“兄弟同
饮”。“我们看它腹部相通，或许是
最早期氏族部落之间以求和平的
祭祀器。”李洁说。

临近 2025 年国际博物馆日，
记者走进位于青海省海东市的柳

湾彩陶博物馆。这座外形酷似大
通舞蹈纹彩陶盆的建筑静静矗立，
馆内集中展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柳湾遗址出土的文物。

据柳湾彩陶博物馆副馆长俞
长海介绍，柳湾遗址位于青海省
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柳湾村，地
处湟水中游北岸台地。考古学家
在这里先后共发掘 1730 座远古
墓葬，出土文物4万余件，其中彩
陶接近2万件，文物延续时间长达
千余年。

文物总勾起现代观看者的想
象。除了这件双联陶罐，一件名
为“高足镂空素陶豆”的陶器也引
得不少参观者驻足欣赏。陶器上
方形似盘子，下方像烧火的炉子，

极容易让人联想到古代的“火锅”
或“烤肉盘”。穿越千年，围炉夜
饮的场景瞬间浮现。

对此，李洁称，很多参观者都
有这样的猜想，但因为这两件出
土陶器底部没有火烧痕迹，因此
也不能准确推断出陶器的用途。

坛坛罐罐中还能看到古人的
节俭。一件形似圆盆的陶器，古
人沿着裂纹两侧打下圆孔。李洁
说，从这件陶器推测，四千年前的
先民，不仅会制陶，还掌握了“钻
孔修复”技术。他们用绳子或其
他东西穿过两个小孔，将裂开的
陶器固定住。“由此看得出，古人
也很节俭。”

跨越千年，近2万件彩陶也留

下了时间密码。据介绍，彩陶上的纹
饰可以说是最早的“年轮”——远古
先民用矿物颜料绘制神纹，这些彩陶
上的每一道笔触，都在与天地对话。
随着时间推移，陶器整体逐渐出现纹
饰简化的特点，这反映出彩陶逐渐走
下神坛，成为先民的生活用具。

此外，陶器的“下沉”历程也说
明这点——瓶颈变短、纹饰变粗，因
为这些陶罐要装的不再是神酒，而
是粟米、腌菜和凡人炊烟。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数
千年前形制各异的陶器中，多数至
今无法准确判断其用途，然而作为
凝固时间的一种文化空间，这就是
博物馆的独特韵味，留给参观者无
尽猜想。（新华社西宁5月17日电）

看数千年前的“兄弟同心杯”

在 博 物 馆 寻 觅 远 古“ 人 间 烟 火 ”
新华社记者 汪伟 齐芷玥

新华社北京 5月 16日电（记者
刘羽佳、刘慧）5月 16日，资本市场
又一重磅新规落地——中国证监会
正式对外公布实施修订后的《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并购重组是支持上市公司注入
优质资产，提升投资价值的重要工
具。2024年9月，证监会发布“并购
六条”，优化并购重组市场环境，激
发市场活力。

此次公布实施的新规，是为落
实“并购六条”，在简化审核程序、创
新交易工具、提升监管包容度等方
面作出配套规定，创新性地设计了
多个“首次”。

具体来说，即首次建立简易审
核程序；首次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监管要求；首次建立分期支付

机制；首次引入私募基金“反向挂
钩”安排。

其中之一是建立了简易审核程
序。新规明确，对上市公司之间吸
收合并，以及优质大市值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行“2+5+5”
审核机制，即 2个工作日内受理、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5个工作日内
完成注册。

通过极大压缩审核流程，交易
效率和便捷度将大幅提升。

新规还首次调整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监管要求，从有利于“改善财
务状况”“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
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调整为“不会导致财务状况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不会导致新增重大不
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及严重影响独立

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这一变化，从规则层面明确提

高对财务状况变化、同业竞争和关
联交易监管的包容度，降低了上市
公司并购的制度性成本，增强了对
科技创新行业并购、国有资产整合
等的监管适应性，有利于支持上市
公司收购未盈利优质企业。

另一个“首次”是建立了重组股
份对价分期支付机制。

以往，上市公司重组交易是“一
锤子买卖”。此次，通过调整支付机
制，能满足上市公司视后续标的经
营状况灵活调整支付股份数量的需
求。特别是在科技型企业估值波动
较大的情况下，充分保障上市公司
利益。

在首次引入私募基金“反向挂

钩”安排方面，新规明确，私募基金投
资期限满48个月的，锁定期限可相应
缩短。这有助于鼓励私募基金参与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有效缓解“退出难”
问题，畅通“募投管退”良性循环。

数据显示，“并购六条”发布以来，
沪深两市已披露资产重组超1400单，
其中重大资产重组超160单。今年以
来，已披露资产重组超600单，是去年
同期的1.4倍。其中，重大资产重组约
90单，是去年同期的3.3倍。

从审核程序、监管要求到交易机
制，新规在制度层面进一步优化了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流程，将更大程度提
升并购重组积极性，赋能上市公司高
质量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
运行效能，为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注
入更强动力。

事关并购重组！

资本市场又一重磅新规落地

走进博物馆 感受文化魅力文化魅力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快速

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近年来，博物馆正在
积极适应变化，用可亲可近的吸引力替代“高冷范
儿”，以新面貌、新气象让逛展融入百姓日常。当
日，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让人们近距离感受历史和
文化的魅力。

图①为5月17日，游客在山东省青州博物馆拍摄展出的文物。
图②为5月17日，两名小女孩在重庆自然博物馆重庆厅参观。
图③为5月17日，观众在河北博物院体验区互动。 （新华社发）
图④为成都芯智慧音乐博物馆展出的中国古琴（5月11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 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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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16日电（记者
潘洁、谢希瑶）为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制止餐
饮浪费、加强安全生产等有关决策
部署，完善餐饮业管理机制，推进餐
饮业高质量发展，商务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餐饮业促进
和经营管理办法》，该办法将于6月
15日起实施，原《餐饮业经营管理办
法（试行）》同时废止。

新修订的办法包括25条，较原
办法增加1条。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介绍，本
次办法修订大幅增加了餐饮业促进
内容，细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
品浪费法》相关要求，调整规范了有
关涉企规定，增加了安全生产有关
内容，对完善餐饮业管理机制、促进
餐饮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修订的办法增加餐饮业对外交
流合作、数字化发展、标准制修订、地
方特色餐饮培育等方面的鼓励性条
款，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职责中增加
制定实施促进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工
作协调机制、完善标准体系、建设培育
促进平台等内容，加力推动餐饮业高
质量发展。

在细化反食品浪费有关要求方
面，新修订的办法明确了餐饮服务经
营者在食材管理、引导提醒、餐食及服
务提供等方面以及团餐和宴席服务、
自助餐服务、外卖服务等场景的反食
品浪费要求，并从优化用餐需求分析、
充实菜单信息、配备公勺公筷、提供打
包服务、给予光盘奖励等方面鼓励和
引导餐饮服务经营者加强反食品浪费
工作。办法还增加了行业协会在制止
餐饮浪费方面的有关要求。

《餐饮业促进和经营
管理办法》修订发布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中央
气象台16日预报，预计未来一周，华
北、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持续
升高。19日至22日，山西南部、河南
中北部、山东西部、陕西关中等地日
最高气温可达37℃至40℃，局地超
过40℃，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
或超过历史同期最高气温极值。

中央气象台预计，19日至22日，
宁夏中北部、陕西中北部、河南、山东
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湖北北部等地
将出现35℃以上的高温天气。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16日
联合发布冬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
警，19日至22日，河北南部、河南西

部和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等地冬
小麦干热风风险高。其中，河南安阳、焦
作、新乡、洛阳、郑州、许昌，陕西渭南、咸
阳、铜川、宝鸡，山西临汾、运城，河北邯
郸干热风风险很高。干热风天气易导致
小麦灌浆受阻，甚至造成早衰。

此次高温天气为今年北方地区首
场大范围高温天气。气象专家提醒，高
温天气过程期间，白天紫外线较强，气
温较高，户外作业和活动注意防暑防
晒，并做好森林草原和城乡火灾防范。
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冬麦区注意开
展“一喷三防”，或采用微喷灌设备适时
适量喷水、降温增湿，降低干热风对小
麦灌浆影响。

局地超过40℃！

北方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来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