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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姜琳）经党中
央、国务院批准，人社部、财政部 22 日发布《关于
2023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明确从
2023年1月1日起，为2022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
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
为2022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3.8%。

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调整继续采
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调整

办法。其中，定额调整体现社会公平，同一地区各
类退休人员调整标准一致；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
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使在职时多缴费、长
缴费的人员多得养老金；适当倾斜体现重点关怀，
主要是对高龄退休人员和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
等群体予以照顾。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结合本地
区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抓紧组织实施，尽快
把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手中。

2023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上调3.8%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2023版发布
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48674个

新华社电 5 月 22 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国科学
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22 日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3
版，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48674个，较2022版新增10381
个物种及种下单元。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生物物种
名录则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程度的
基础数据。”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
平研究员介绍，编制《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旨在摸清中国生
物多样性“家底”，促进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

自2008年起，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组织专家全面
系统收集整理公开发表的中国生物物种数据，并由分类学
专家对每条数据进行审定确认，最终汇编成《中国生物物种
名录》，每年以年度名录形式发布。中国是唯一一个每年都
发布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3 版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
148674个，其中，动物部分 69658个，植物部分 47100个，真
菌界 25695个，原生动物界 2566个，色素界 2381个，细菌界
469个，病毒805个。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3版较2022版新增10027个物
种及 354 个种下单元，其中，真菌界新增了 8202 个物种及
320个种下单元，成为本年度名录中新收录物种数量最多的
类群。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3 版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牵
头，联合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中科院
成都生物所、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共同完成。

（记者张泉、温竞华）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谭谟晓）记者从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2023年一季度，保险业发展好于预
期，偿付能力充足率保持在合理区间。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召开偿付能力监管委员
会工作会议，一季度末，纳入会议审议的 185 家保险公司
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90.3%，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
足率为 125.7%；实际资本为 4.7 万亿元，最低资本要求为
2.47万亿元。

具体来看，财产险公司、人身险公司、再保险公司的平
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 227.1%、180.9%和 277.7%；
平 均 核 心 偿 付 能 力 充 足 率 分 别 为 196.6% 、109.7% 和
240.9%。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切实保障
保险业数据安全，持续加强偿付能力监管，确保保险业安
全稳健高效运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保险业偿付能力充足率
保持在合理区间

基本养老金上调 新华社发徐骏 作

新华社电 国家文物局等日前宣布，我国在南
海海域发现两处古代沉船遗址，未来将分阶段开
展考古调查工作。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我国
深海装备技术水平持续提升，在此次考古发现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将为后续考古调查工作提供
有力支撑。

据悉，2022 年 10 月，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
研究所在我国南海海域执行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
技专项科学考察和深潜作业时，于南海西北陆坡
约1500米深度海域发现两处大型海底沉船遗址，
并及时通报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之后，两处沉
船分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和南海西北
陆坡二号沉船。

“近年来，中科院先导专项等自主部署研发的
船载多波束系统、应急救援打捞作业工具、水下无
人探测平台等系列技术和装备，为深海文物水下
发现打捞奠定了坚实基础。”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
程研究所科学部副主任陈传绪说。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

心、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
海博物馆将用 1 年左右时间，分 3 个阶段实施一
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调查工作。这是中国水下
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考古学的理论、技术与方法，
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借助深潜技术
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
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调查、记录与研究工作。

陈传绪介绍，针对文物现场观察和文物提取
的特殊要求，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将利
用载人/无人潜水器，配合使用新型力反馈柔性机
械手、潜载吹沙清理装置等，对海底文物进行无损
的保护性提取，对被沉积物覆盖的关键文物进行
水下清理，方便考古学家进行原位观测。

“我们将充分利用已有的平台技术装备，包括
‘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深海勇士’号、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狮子鱼一号’遥控水下
机器人等，同时开展深海考古关键技术攻关和专
用装备研发，为深海考古工作提供有力支撑。”陈
传绪说。 （记者张泉）

我国深海装备技术水平持续提升
为南海沉船遗址考古研究提供科技支撑

““深海勇士深海勇士””号开号开
展下潜前的布放作业展下潜前的布放作业。。

（（中科院深海科学中科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供图与工程研究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