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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记者樊
曦、丁静）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26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
2023年一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
国铁路开行旅客列车6046对，较现图增
加63对；开行货物列车10894对，较现图
增加50对。

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此次
调图，“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进一
步助力区域协同发展。北京至唐山城际
铁路、北京至天津滨海新区城际铁路宝
坻至北辰段开通运营后，京津冀地区铁
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新图每日安排开

行 9 对城际列车，北京至唐山、秦皇岛、
北辰等城市间的列车运行时间得到压
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更加便利，为区域
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充分运用
京广高铁京武段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
成果，优化北京西至石家庄标杆列车开
行，北京西至石家庄站间最快 1 小时可
达，服务石家庄融入首都一小时经济
圈。统筹京张高铁运输能力，增开清河
至怀柔北市郊列车 2 对，方便通勤旅客
出行。

与此同时，中西部多条铁路新线
开通，更好服务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

起。新成昆铁路峨眉至冕宁段开通
后，标志着新成昆铁路全线贯通运营，
新图安排开行 18 对复兴号动力集中动
车组和 4 对普速旅客列车、30 对货物
列车，成都至昆明旅客列车运行时间
由 19 小时压缩至 7.5 小时左右。银兰
高铁中卫至兰州段开通后新图安排开
行动车组列车 16 对，已经开通的弥勒
至蒙自高铁、南宁至凭祥高铁南宁至
崇左段新图分别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
18 对、15 对，为西部边疆地区、民族地
区人民群众出行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便捷运输服务。渝厦高铁常德至益阳

段开通运营后，新图安排开行动车组
列车 29.5 对，与已开通的益阳至长沙
段、黔张常高铁、张吉怀高铁互联互
通，张家界至长沙旅客列车运行时间
由 2 小时 37 分压缩至 1 小时 52 分，积
极助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调图后，铁路货运通道能力也进一
步提升，有力保障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
输。浩勒报吉至吉安、侯马至阎良、西安
至安康、襄阳至重庆等主要煤运通道分
别安排增开 14对、4对、2对、2对货物列
车，保障山西、陕北、蒙西等煤炭主产区
运输需求。

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新华社武汉12月26日电（记者喻
珮）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物
局）26日公布，经过考古队的数月奋战，
备受关注的“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于近
日被顺利提取、离土出舱，目前已进入
修复、观测和研究环节。考古证明，百
万年前的郧县人已会狩猎和餐食食草
动物，“郧县人”3 号头骨化石的进一步
研究有望精准地破解直立人演化过程
的谜团。

今年 5 月 18 日，“郧县人”3 号头骨
在位于湖北十堰的学堂梁子遗址新一
轮发掘中破土露面，并于 9月 28日由国
家文物局作为“考古中国”重大成果发
布。国家文物局、湖北省各级政府和中
国科学院等学术机构对这一重大发现
高度重视，迅速组成由行业顶尖专家构
成的多学科考古发掘研究团队，并制定
了《“郧县人”3 号头骨发掘和研究方
案》。

在头骨化石提取现场，记者在1000
多平方米温湿可控、功能完备的考古方
舱内看到，“郧县人”3 号头骨周围布满
了动物化石，考古队员使用电动的风刻
笔，宛如牙医一般一点点地把头骨化石

周围的胶结物剔除。半年多以来，考古
队不断地将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石制
品从堆积物和胶结致密的钙质结核体
中剥离，使百万年尘封土裹的远古人类
遗珍逐渐显露。

“头骨的发掘和相关样品的提取及
数字化建模是本次工作的重中之重。”
主持本次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项目负责
人陆成秋介绍，历时半年，在4平方米的
范围内，考古队进行了20多次高精度的
三维建模，拍摄了 20 多万张照片，对发
掘的全过程做了高清录像，提取了1400
多份沉积样品，力争实现化石与文化遗
存发掘的精细化和高标准。

学堂梁子遗址考古专家组长、中科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高星介绍，从目前保存的状况来看，“郧
县人”3 号头骨顶骨、眉弓前额凸起，鼻
骨显露，左侧面部的骨骼基本完整，是
迄今为止发现的欧亚内陆100万年前最
完整的头骨。3 号头骨相较于 1989 年、
1990年先后发现的“郧县人”1号、2号头
骨，更加完好、更加珍贵、更加重要，对
于 1号、2号头骨因为变形、压扁扭曲所
造成的信息提取困难和一些观测数据

的不准确，将是一个巨大的弥补。
高星说，距今百万年前后的古人类

化石材料很少，中国目前已经发现的元
谋人只有两颗牙齿化石，而牙齿留下的
解剖学性状信息特别少。蓝田人的头盖
骨化石挤压变形非常严重，并且下部的
骨骼缺失。郧县人在东亚直立人的演化
中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承上启下，

“郧县人”3号头骨的发掘和研究将填补
一个重要时段和重要区域的空白。

记者了解到，围绕人类化石和其他
遗存，考古队系统采集了大量用于年
代、环境、埋藏和残留物分析的沉积样
品。考古发现大量石器证明，百万年前
的郧县人已会狩猎，并制作和使用砍砸
器、刮削器。遗址同时出土象类、马类、
牛类等大量食草类动物化石，推测为人
类狩猎餐食的残留。

接下来，考古队将对“郧县人”3 号
头骨的形态、结构、年龄、性别与埋藏情
况做精细研究，对伴生的石制品和动物
化石做系统观测，分析郧县人的体质特
征、演化地位及其文化与技术特点和适
应生存方式，进一步破译远古人类起源
与演化的谜团。

距今百万年的“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顺利提取

12月 3日，考古队员转移提取离土的头骨化
石。 新华社记者伍志尊 摄

12月3日，考古队员在提取头骨化石。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摄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记者
周玮、徐壮）记者从 26 日举行的 2023
年“欢乐春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由文化和旅游部指导、中国对外文化
交流协会主办的 2023 年“欢乐春节”
即将在全球启动，中国春节庆典、“新
元贺岁 古韵新春”庙会、“欢乐春节
中国文化和旅游展播月”等各类形式
多样、丰富多彩的“欢乐春节”线上线
下活动将陆续登台，向世界人民传递
春节祝福。郎朗担任 2023年“欢乐春
节”文化大使。

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
局长高政介绍，1 月 6 日、7 日，将在美
国费城和纽约举办“唐诗回响”音乐
会；1月14日，2023年“欢乐春节”启动
项目“欢乐春节 和合共生”音乐会将
向全球同步播出，为观众带来一场视
觉、听觉、精神的盛宴。

发布会当天同时发布了 2023 年
“欢乐春节”的吉祥物和“红包包”“福
袋袋”套装。2023年“欢乐春节”吉祥
物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以“福袋”作
为基础形象，配合兔年生肖主形象，文
化元素和实用性兼备，将在“欢乐春
节”期间带领我们共同感受中国春节
文化之美、生活之美、和合之美。

据介绍，为了迎接癸卯兔年春
节，今年首次面向全球征集“欢乐春
节”吉祥物设计方案。60余家专业院
校和设计机构的 1000 余名设计师热
心参与。

2023年“欢乐春节”将启

吉祥物发布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记者陈
芳、董瑞丰）新冠病毒感染将自2023年1
月 8 日起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
管”，这是我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一次
重大调整。

国家卫生健康委 26日发布公告，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根据公告，经国务院批准，自
2023 年 1 月 8 日起，解除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采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
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不再纳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
传染病管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当日印
发《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
乙管”的总体方案》。方案指出，综合评
估病毒变异、疫情形势和我国防控基础

等因素，我国已具备将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的基
本条件。

根据方案，2023 年 1 月 8 日起，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依据
传染病防治法，对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再
实行隔离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不
再划定高低风险区；对新冠病毒感染者
实施分级分类收治并适时调整医疗保障

政策；检测策略调整为“愿检尽检”；调整
疫情信息发布频次和内容。依据国境卫
生检疫法，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采
取检疫传染病管理措施。

实施“乙类乙管”后，我国防控工作
目标将围绕“保健康、防重症”，采取相应
措施，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影响。

重大调整！新冠病毒感染
将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