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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记者

王立彬）首次在大西洋开展下潜作

业的中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目

前已在南大西洋完成 23 次下潜并

创造九天九潜的下潜新纪录。

记者 27 日从中国大洋事务管

理局获悉，“深海一号”船执行的中

国大洋 83 航次第一航段聚焦南大

西洋中脊热液区。截至 2 月 23 日，

“蛟龙号”在南大西洋顺利完成 23

次下潜，并创造九天九潜的下潜新

纪录。目前“蛟龙号”技术状况良

好，已在彤管、洵美等多个环境复

杂的热液区开展精细调查和高效

作业，获取了地质、生物等样品约

300件和环境、视像等数据约 4TB。

中国大洋 83 航次是中国载人

潜水器首次在大西洋开展下潜作

业 ，也 是“ 蛟 龙 号 ”与 其 支 持 母 船

“深海一号”首次在大西洋开展深

海调查研究。本航段首次在南大

西洋彤管、洵美等多个热液区开展

载 人 深 潜 精 细 化 调 查 ，获 得 了 盲

虾、贻贝等热液区典型生物类群，

初步证实南大西洋的热液生物群

落与北大西洋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并将大西洋热液生物区系的南部

边 界 向 南 扩 展 1300 公 里（自 南 纬

15°扩展至南纬 27°）。

本次航段同期开展了南大西

洋海山生态系统调查，初步发现了

珊瑚林、海绵地等多个生物多样性

高值区域，为识别南大西洋生物多

样性热点区提供科学支撑。本航

段取得的成果填补了南大西洋生

物多样性调查空白，丰富了全球深

海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将有效支撑

全球深海生物地理分布格局形成

机制研究，助力人类更好地认识深

海、保护深海、利用深海。

中国大洋 83 航次于去年 12 月

17 日由青岛起航，春节期间，60 名

科考队员随“深海一号”船在万里

之外的南大西洋，伴随着国之重器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度过了一个

特别的节日。

龙年“蛟龙”：

“蛟龙号”首潜大西洋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6日电（记

者张泉）科学家利用我国高海拔宇

宙线观测站“拉索”（LHAASO），在

天鹅座恒星形成区发现了一个巨

型超高能伽马射线泡状结构，并从

中找到了能量高于 1 亿亿电子伏宇

宙线起源的候选天体。这是迄今

人类能够确认的第一个超级宇宙

线源。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牵头的“拉索”国际合作

组完成，相关成果 26 日在学术期刊

《科学通报》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

“宇宙线是从外太空来的带电

粒子，主要成分为质子，携带着宇

宙起源、天体演化等方面的重要科

学信息。”文章通讯作者、南京大学

研究员柳若愚说，探究宇宙线起源

之谜是当代天体物理学的重大前

沿科学问题之一。

据介绍，“拉索”此次发现的巨

型超高能伽马射线泡状结构，距我

们约 5000 光年，尺度超过 1000 万个

太阳系。泡状结构内有多个能量

超过 1 千万亿电子伏的光子，最高

达到 2千万亿电子伏。

“随着观测时间增加，‘拉索’

将可能探测到更多千万亿电子伏

乃至更高能量宇宙线源，有望解决

银河系宇宙线起源之谜。”“拉索”

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曹臻院士说。

“拉索”是以宇宙线观测研究

为核心目标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位于四川省稻城县海拔 4410

米的海子山。目前，已有 32 个国内

外天体物理研究机构成为“拉索”

国际合作组成员单位。

“拉索”确认首个超级宇宙线源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者

董博婷）记者从中华骨髓库获悉，

截至 2 月 26 日，中国红十字会中华

骨髓库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突

破 17000例。

据了解，中华骨髓库 2023 年度

捐献突破 2000 例，达 2157 例；现单

日最高捐献量达 30 例，均创历史新

高。目前，中华骨髓库的造血干细

胞志愿捐献者数据已超过 344 万人

份，每日参与重症患者的 HLA（人

类 白 细 胞 抗 原）配 型 检 索 。 据 统

计 ，2023 年 新 加 入 的 志 愿 捐 献 者

中，18 岁至 35 岁的约占 73.65%、36

岁至 45 岁的约占 26.35%，青年成为

捐献者主力军。

中华骨髓库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2 年建立的“中国非血缘关系骨

髓移植供者资料检索库”，1996 年

实现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于 2012

年加入世界骨髓库，是世界第四大

骨髓库。

我国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17000例

春节后从“过年模式”切换到

“工作模式”，一些新兴产业企业稳

扎稳打，把精力投入到核心竞争力

的提升上；一些已经站上“风口”的

行业龙头企业，俯下身子，将眼光

落于细处，从具体小事抓起，精耕

细作，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抠，对关

键、薄弱环节下足苦功夫；还有一

些 曾 经 陷 入 困 境 的 企 业 ，痛 定 思

痛，“瘦身”转型，稳住现金流，寻找

新机会……

春节假期后，记者在园区、工

厂、车间走访发现，这样下苦功夫、

真功夫的企业不在少数，他们不摆

花架子、不搞假把式，让自己沉潜

下来，重新梳理任务、检视项目、调

试设备，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真”

和“实”上行日日不断之功。

真功夫贵在一个“真”字。发

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在态度上

认真诚恳，方法上不投机、不取巧，

认认真真地学，老老实实地做。现

实中，一些企业注重短期效益，重

显绩而轻潜绩、造“盆景”而荒“田

地 ”，往 往 是 看 问 题 、办 事 情 不 够

“真”。下真功夫，是要勇于迎难而

上，敢于攻坚克难，研究解决影响

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把精力放在破

解痛点、疏通堵点上，厚植自身竞

争优势，拓展更大发展空间，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

真功夫重在下功夫干实事、求

实效。创新是企业发展第一动力，

我们鼓励企业在不同赛道“弯道超

车”立新功，但首先要实事求是、脚

踏实地，确保不“翻车”。与其一味

猛踩油门开快车，不如专注提升自

身“车技”，选好合适的路线，规避

路上的风险，认真规划找到“超车”

关键点，扎扎实实走好每一步，通

过取得一个又一个阶段性成果，累

积“小胜”，夯实基础，开辟新道路。

真功夫立足长远，追求的不只

是“开门红”，而是“年年红”；强调

的不是寄托于速成捷径、止步于眼

前红利，而是抓当前、谋长远，舍得

花精力、下足苦功夫，项项累积，久

久为功。走访中，记者了解到一家

企业，他们从代工厂起步，以技术

立 身 ，持 续 在 绿 色 能 源 细 分 领 域

“打深井”，一步一个脚印，从行业

“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如今

成长为全球领先、国内市场占有率

第一的行业“隐形冠军”。他们始

终相信，甘于沉淀，方能致远。

企业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周期长，回报慢，急不得，唯有走深

向实方能推陈出新、创造转化，需

要精耕细作、辛勤培育、逐渐积累

方能暴发，只有肯下真功夫，才能

练就硬实力。

（新华社南京2月26日电）

肯下真功夫，才有硬实力
新华社记者 潘晔

结束，意味着新的开始。27 日晚，

随着主火炬缓缓熄灭，第十四届全国冬

季运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闭幕。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2 月 17

日 开 幕 以 来 ，体 育 精 神 奏 响 友 谊 的 欢

歌，激荡在祖国北疆，见证了我国冰雪

运动的蓬勃发展。3000 余名运动员用

坚 毅 与 拼 搏 ，奉 上 了 一 场 精 彩 的 全 冬

会 ，完 成 了 一 场 技 术 与 战 术 的“ 大 练

兵”，我国冰雪运动员迈出矫健步伐，自

信从容地向着世界赛场出发。

从接过全冬会会旗起，内蒙古多年

苦心经营，最终奉上一届精彩的冬运会

——“十四冬”是历届全冬会中规模最

大、项目最多、标准最高的一届，在全冬

会举办史上镌刻下辉煌一笔，为未来的

亚冬会、“十五冬”等赛事积累了宝贵经

验。

“‘十四冬’实现了‘五个第一’。”国

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十四冬”

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张新说，“第一次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组团参赛；

第一次全面对标冬奥会设项，并增设青

年组；第一次在冬运会上组织群众赛事

活动；第一次将体能作为竞体比赛资格

赛的准入标准；第一次在速度滑冰、空

中技巧等项目上设定进入决赛的最低

成绩标准。”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总结称，“十

四冬”的成功举办，对内蒙古意义深远：

为今后自治区承办高水平冰雪赛事奠

定了扎实基础，使全民参与冰雪运动的

热情空前高涨，还叫响叫亮了内蒙古地

域 名 片 ，更 进 一 步 丰 富 了 体 育 消 费 场

景、释放了体育消费潜力。

“‘十四冬’这些‘首次’和‘第一’，

令人印象深刻。”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

曹阳说，辽宁省需要全方位地向内蒙古

“取经”，在开闭幕式、场馆建设、赛区布

局、赛事组织等多个方面，学习、汲取

“十四冬”的成功经验。

本届全冬会，35 个代表团中有 26 个

代表团获得金牌、30 个代表团获得奖

牌 。 相 比 上 届 冬 运 会 ，参 赛 代 表 团 数

量、奖牌覆盖面大幅提升。总体来看，

“十四冬”竞技成绩亮点突出，达到了检

验水平、锻炼队伍、发现新人、为冬奥练

兵的目的。

“十四冬”各项目比赛精彩纷呈、竞

争激烈，创造了一批优异成绩。张新介

绍，本届速度滑冰等有成绩纪录项目的

参赛成绩大都超越了上届冬运会。单

板滑雪、自由式滑雪等打分类项目中，

越来越多的运动员高质量完成了之前

只有极少数运动员才能完成的高难度

动作。在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花样滑

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多个项目上

涌现出一批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年轻运

动员。

“但也应清醒认识到，我国冬季项

目竞技水平较世界冰雪强国还有较大

差距。”张新说，“我们将以成功举办‘十

四冬’为契机，加大政策改革力度，提高

政策的精准性，抓紧出台服务冬奥会备

战、带动群众广泛参与冰雪运动、促进

冰雪产业提质增效的政策措施，持续巩

固拓展冰雪运动发展的良好态势。”

“大练兵”也是“大检验”。“十四冬”

承担着提高我国冰雪运动国际竞争力、

发现优秀后备人才等重要任务。从这

次赛会来看，中国选手总体上保持着较

强的实力和良好的势头，也面临着新的

挑战，有必要通过本届全冬会查弱项、

补短板。

从本届全冬会可以看出，中国选手

“冰上尖兵”实力犹存，在短道速滑、速

度滑冰等项目上拥有夺金优势。同时，

“雪上王牌军”面临新挑战。从“十四

冬”来看，中国队有望延续在单板滑雪

男子大跳台、坡面障碍技巧，自由式滑

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大跳台等项目上

的优势。而自由式滑雪男、女空中技巧

以及单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等项

目面临新老交替的挑战和成绩下滑的

风险。此外，“十四冬”赛场上，还呈现

出男子钢架雪车、滑雪登山、越野滑雪

等潜优势项目稳中有升的态势。

潜力新人的不断涌现，是“十四冬”

的一大亮点，为 2026 年米兰-科尔蒂纳

丹佩佐冬奥会备战参赛增加了新鲜血

液和新生力量。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

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申振刚介绍，短道速

滑等传统重点项目梯队建设日益完备，

年轻运动员多次破纪录。北京冬奥会

周 期 发 展 起 来 的 大 跳 台 、坡 面 障 碍 技

巧、障碍追逐等新兴项目，呈南北并进、

多点开花局面。基础大项越野滑雪、高

山滑雪青年组比赛运动员数量明显增

多，水平也较以往同年龄段运动员有较

大提升。“总体上看，基本上各个项目都

有新人出现，值得在接下来的备战米兰

冬奥会工作中重点关注。”他说。

“十四冬”落下帷幕，中国运动健儿

整装出发，向着 2026 年冬奥会等国际赛

事发起冲击。在“十四冬”越野滑雪比

赛中获得五块金牌的重庆队王强对中

国冰雪运动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说：“我

一直想在世界杯上崭露头角，就是想让

我们年轻一代的运动员看到机会和希

望——我们中国越野滑雪在世界上不

是不可以（出成绩）。”

（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27日电 参与

记者 张云龙 王镜宇 卢星吉 王春燕 贺

书琛）

2 月 27 日晚，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

动会闭幕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举行。

图①：2月 27日拍摄的闭幕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 摄

图②：2 月 27 日在内蒙古冰上运动

训练中心拍摄的第十四届全国冬

季运动会主火炬。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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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第一版）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

会组委会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

丹致闭幕词并宣布闭幕。

在“十四冬”会歌声中，全

国冬运会会旗、“十四冬”会旗

缓缓降下。熊熊燃烧了 11

天的“十四冬”主火炬出现

在 现 场 大 屏 幕 上 ，火 焰

逐渐变小直至熄灭，现

场掌声经久不息。

2028 年，第十五届

全国冬季运动会将在辽

宁举办。在冬运会会旗

交接环节，王莉霞将冬运

会会旗交还给高志丹，高

志丹将会旗交给辽宁省省长

李乐成。

题为《冬韵山海间》的文体

展 演 宣 告 冬 运 会 进 入“ 辽 宁 时

间”。在《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文

体 展 演 的 歌 声 、舞 蹈 中 ，“ 十 四

冬”闭幕式进入尾声，依依惜别

之情尽情流淌。

（紧接第一版）同时，纳西民族乡还生活

着藏族、汉族、白族、土家族、苗族等民族

群众。各族群众在这里繁衍生息、休戚

与共，共同建设和美家园。2018 年，纳西

民族乡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六批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之一。

藏族群众毛易是土生土长的纳西民

族乡上盐井村人，他的妻子是纳西族。

虽然文化习俗并不相同，但他们彼此互

相尊重，相亲相爱，共同经营着一个幸福

的家庭。

毛易很珍惜现在的生活，他说：“在

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下，我们通过努力，生

活过得舒心又安逸。在我们看来，理解

包容、互帮互助、团结和睦是过好多元化

大家庭的幸福密码。”

在纳西民族乡，家家户户有着种植

葡萄、酿造葡萄酒的习惯。大名鼎鼎的

“达美拥”葡萄酒正是在这里诞生。

生产“达美拥”葡萄酒的西藏芒康县

藏东珍宝酒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多年来，公司不仅积极带领当地群众种

植葡萄，还吸纳周边各民族群众就业，帮

助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该 公 司 总 经 理 曲 措 说 ：“ 公 司 有 藏

族、汉族、纳西族、彝族、白族等 7个民族的

员工，平时大家一起努力相互帮助，共同

完成各项任务。我们还专门成立了民族

团结工作小组，加强各民族员工之间的沟

通和理解，推动形成人人促进民族团结、

人人争当民族团结模范的良好氛围。”

深度融合——
推进创建工作

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

作开展以来，昌都市聚焦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

线，对照自治区党委“四个创建”“四个走

在前列”战略部署，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

步宣传教育，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形成了各民族相互尊重、携手奋进

的良好局面。

——召开专题学习 360 余场次，组织

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团

结主题宣讲教育活动 3000余场次；

——协调援藏省市和企业加强帮扶

协作，累计落实援助资金和物资设备共

58.13亿元、实施项目 1342个；

——实施 2023 年宣传教育基层行活

动，深入各县（区）18 个基层点位开展表

演和宣讲，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宣传活动

30场；

……

一组组数据，是昌都市开展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作的成绩和写照。

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外延，昌

都市还坚持“重在平时、重在交心、重在

行动、重在基层”工作理念，创新实施“民

族团结+”工作模式，把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与基层党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相

结合，先后开展了“民族风采进军营”“中

华文化进校园”“民族团结传帮带”“民族

团结我先行”等创建活动，使得创建工作

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如 今 ，藏 东 大 地 随 处 可 以 看 到 各

族 干 部 群 众 守 望 相 助 的 温 馨 画 面 ，随

处 可 以 听 到 各 族 干 部 群 众 团 结 奋 斗 的

感人故事，各族儿女正携手奋进，绘就

“ 共 同 团 结 奋 斗 、共 同 繁 荣 发 展 ”的 壮

美画卷。

三江大地团结花开正芬芳

新华社呼和浩特 2月 27 日电（记

者 魏婧宇 朱文哲 刘艺淳）27日，第十四

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闭幕。最后一个比

赛日高潮迭起，速度滑冰青年组赛场飙

起青春速度，四次刷新全国青年纪录，

花样滑冰迎来表演滑，精彩的表演一次

次点燃冰场。

在速滑青年组女子团体追逐赛中，

先是吉林队以 3 分 09 秒 52 的成绩打破

该项目全国青年纪录，河北队和四川队

随后又分别刷新了纪录，最终四川队力

压河北队夺得冠军，将该纪录刷新为 3

分 07 秒 46。四川队队员太智恩说：“为

了这个比赛，我和队友们准备了 6年。”

男子团体追逐决赛是速滑青年组

的最后一场比赛，北京队以 3 分 52 秒 69

的成绩摘得金牌，并打破该项目全国青

年纪录。

在冰球和冰壶赛场上，北京队成为最

大赢家，将两个项目的最后一金都收入囊

中。冰球青年组男子决赛中，北京队 5:2

力克黑龙江队摘得金牌。冰壶公开组女

子决赛中，北京队以9:5战胜天津队夺冠。

27 日还进行了花样滑冰表演滑，为

即 将 闭 幕 的“ 十 四 冬 ”增 添 了 一 抹 余

韵。悠扬的《渔光曲》、动感的爵士乐，

花滑选手们配合着风格各异的音乐，在

冰面上或翩翩起舞、或飞驰跳跃，献给

观众一场融合力与美的“冰上盛宴”。

当晚，以“我和草原有个约定”为主

题的“十四冬”闭幕式在呼伦贝尔大剧

院举行，“十四冬”圆满落幕。

连破纪录
圆满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