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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回升，春暖花开，越来越多的人走

出家门踏青赏春。然而，对于花粉过敏人群来

说，出门却可能意味着“一把鼻涕一把泪”。哪些

植物易导致过敏？春季过敏有哪些典型症状？

如何预防花粉过敏？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花粉过敏“元凶”并非绚烂花朵

提到花粉过敏的“元凶”，我们的第一反应往

往是桃花、杏花等绚烂的观赏花。但其实，春季

过敏的“元凶”更多是一些“不起眼的花”产生的

花粉。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治医师徐迎阳

介绍，致敏花粉以“风”为介质，具有产量大、重量

轻的特点，主要来自柏科、松科、杨柳科、桑科、木

犀科（如白蜡）、桦木科、悬铃木科等。而令人赏

心悦目的桃、杏、李、梅、樱、玉兰、海棠等，基本不

会引起花粉过敏反应，因为它们是“虫媒花”。

“常见春季致敏花粉的时间不同，通常 3 月份

以柏树为主，到了 4至 5月份，主角则变成了桦树、

梧桐、杨柳树等。”徐迎阳说，受多种因素影响，每

年的“花粉日历”可能稍有差别。

如何分辨花粉过敏

春季花粉过敏有哪些典型症状？徐迎阳介

绍，相比其他类型的过敏原，春季花粉过敏的眼

部症状更为突出。眼睛常出现痒、结膜水肿、红

肿、流泪等症状，严重者甚至双侧眼睑也会红肿，

分泌物增多，早上起来睁不开眼。还有一部分过

敏人群的嗓子会出现异物感，严重者还会出现剧

烈咳嗽、胸闷，憋气、喘等类似哮喘的表现。除此之外，还可能合并五官痒，比

如耳朵痒、上颚痒等。

因症状相似，花粉过敏易与感冒混淆。徐迎阳介绍，与感冒不同，花粉过

敏一般不伴有发烧及乏力、头疼、嗓子疼、肌肉疼等全身性的非特异性症状。

此外，相比感冒，过敏的病程更长，可持续一个月或更久。

一些人认为，过敏是免疫力差导致的，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

师关凯表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过敏是源于免疫紊乱，并不等于‘缺乏免疫

力’，更不是‘免疫力低下’，简单地提高免疫力不但有可能帮不上忙，还有可

能进一步加重过敏反应。”关凯说。

花粉过敏如何防治

面对“无处不在”的花粉，许多“过敏人”只能减少户外活动以远离过敏

原。在户外踏青的好时节，如何帮助“过敏人”更好地享受春光？

徐迎阳表示，相对来说，市区除了个别郁郁葱葱的公园外，花粉浓度会比

郊区低一些。外出时，建议“全副武装”，佩戴口罩、防护镜等。也可在出门前

使用花粉阻隔剂，涂在鼻腔表面，起到物理隔绝的作用。

“对于明确有过敏史的人，建议在过敏季到来前 1 至 2 周口服抗组胺类药

物等。若是提前了解到要去的地方花粉浓度较高，可提前服用抗过敏药，或

在医生指导下加量。”徐迎阳说。

关凯特别提示，过敏治疗不要擅自停药。“帮助患者找到致病过敏原后，

医生根据所监测的花粉播散时间段，指导患者提前两周开始规律使用抗过敏

药物，其间根据花粉浓度灵活指导用药，并确认花粉播散结束两周后再停药，

能帮助绝大部分患者顺利应对过敏季节，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关凯说。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公 示
由我公司承建的“昌都市边坝县沙丁乡中心小学等 2 个教育强国项目”现已完工，所有民工工资、机械设备租赁费及材

料费已足额支付，如有异议，请于本公示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本公司联系处理，逾期后果自负。

联系人：李威

联系电话：18143201818
特此公示

西藏中胜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3月 23日

变 更 公 告
西藏雄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研究决议，拟将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藏）JZ 安许证字[2021]拉 00519）法定代表人

由“唐振宇”变更为“秦万福”，经济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地址

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扎基路圣城花园 1-4号”变更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当热东路 5号”

特此公告

西藏雄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24年 3月 23日

公 示
由我公司承建的“昌都市芒康县国道 214 线（K1821+100）至徐中乡公路改建工程一标段”已完工，全部通过验收，所有

民工工资均已结清，无拖欠情况，民工工资问题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有异议，请于本公示之日起 30 日
内与我公司联系处理。

联系人：蔡德军
电话：13518915922
特此公示

西藏日喀则市珠穆朗玛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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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新华社北京 3月 22 日电（记者 杨湛菲 徐壮）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2日在京揭晓。山东

沂水跋山遗址群，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安徽郎溪

磨盘山遗址，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河南永城王庄遗

址，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陕西清涧寨沟遗址，甘

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南海西北

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按年代早晚排列）入选。

宣布评选结果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考古

学会副理事长关强表示，过去一年，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第五阶段研究工作取得新进展，“考古中国”24

个重大项目统筹推进，265 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

系统开展，1367 项基本建设考古项目有序实施，实

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入选 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的项目，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突出

代表。这些考古新发现，以更加鲜活的笔触生动展

示了泱泱中华的悠久历史和博大文明。

据介绍，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经项目

汇报会、综合评议，最终由评委投票选出。终评会

评委通过抽签方式从评审委员会专家库中随机抽

取产生，21 位评委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

京大学等单位。

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2

日在京揭晓，一个个陌生的地名因考

古脱颖而出、声名远扬。

始于 1991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评选活动已走过 33 个春秋。从学界

的专业集会，到越来越多公众关注的

盛会，这是考古从“冷门”向“显学”迈

进的 30 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对考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明确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

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

义的工作。”

为何是考古？百万年的人类史、一

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

如果将中国历史比作人的记忆，其中一

些片段早已消散湮灭。一代一代考古

人接续探索，就是为了让这份记忆更

加清晰确凿。这是攸关“何以中国”的

大事。

认识文明离不开考古。在河南仰

韶村的陶片上见证仰韶文化的灿烂创

造，在四川三星堆的青铜上品读古蜀

文明与中原文明的相互影响，在新疆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感受唐朝戍边

将士的家国情怀……中华大地上，星

罗棋布的考古发现熠熠生辉。从“满

天星斗”到“月明星稀”，正是考古资料

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

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逐步还原文明

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聚的发展历程。

认知自我离不开考古。当 3000 年

前的甲骨文被今人释读，我们怎能不

惊叹汉字的绵延传承？当距今 8000 余

年的稻谷遗存被发现，我们怎能不自

豪于先民的智慧勤劳？每年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的公布，都是一堂极好的

历史公开课，它用鲜活的、甚至就在你

我身边的考古发现，帮助更多人认识

自我、增长自信，赋予我们“平视世界”

的底气。

更重要的，一个民族越清楚“我们

是谁，我们从何来”，就越能有力地把

握历史规律，越能使自己行进在历史

的正确方向上。纵观近年来的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即便是良渚、殷墟、三

星堆等发掘已久、名满天下的遗址，依

然能产出重大的考古新发现、新进展，

填补曾经的认知空白。如果说历史是

最好的教科书，那考古就令这本教科

书愈加厚重，愈加有指导性。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回顾往年

的“十大”，江苏的大报恩寺遗址、陕西

的石峁遗址、江西的海昏侯刘贺墓等

如今已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点。新一

年度的“十大”，也令人心驰神往。亲

临“十大”，亲近考古，一个相同的心声

共鸣回响：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

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

力量之源。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公证服务减证便民提速 如何“减”怎样“办”？
新华社记者 齐琪

亲近考古 感知中华
新华社记者 徐壮

图为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寨塬盖核心区。

新华社发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合同、赠与、继承、财产分割、亲属

关系……到公证处办个公证心里才踏

实。公证，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更加

方便快捷的办理是人们的需求与期盼。

司法部 21 日对外公布“公证减证便

民提速”活动方案的通知，决定自今年 3

月至 12 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公证减

证便民提速”活动，努力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公证法律服务。

公 证 便 民 服 务 将 如 何“ 减 ”怎 样

“办”？一起来看。

办法一：“缩”期限“减”材料

如何有效提升公证服务质量和办

证 效 率 ，切 实 解 决 人 民 群 众 办 证 耗 时

长、多次跑等突出问题？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

杨向斌介绍，此次活动目的仍然是力求

利企便民，重点是“提速增效”。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缩短办证期

限”和“进一步精减证明材料”，用“缩”

和“减”，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

——全面梳理公证事项办结期限

情况，综合人员力量、软硬件设施、办证

需求等实际情况，分类压缩公证办理期

限，对于法律关系简单、事实清楚、证明

材料充分的公证事项（事务），将出具公

证书的期限分别缩短至 5 个工作日或者

10个工作日以内。

——严格落实公证事项证明材料

清单（2023 年版），明确“清单之外无证

明”，有效杜绝循环证明、无谓证明。需

要在清单之外补充证明材料的，公证员

要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线索主动收集。

“同时，我们鼓励各地公证机构采

取创新申请方式、优化服务流程、加强

业务协作、推进信息共享等措施，进一

步压缩公证的期限，有条件的公证机构

尽可能实现‘当日出证’‘当场出证’。”

杨向斌说。

办法二：拓展“一证一次
办”推进“一事一站办”

公证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内

容，高效便民是基本要求。对此，司法

部提出两个“一”，进一步优化公证流

程，增强服务能力。

拓展“一证一次办”——对法律关

系明确，事实清楚无争议的公证事项，

当事人只要材料齐全、真实，符合法定

受理条件的，跑一次就可办好公证。

推进“一事一站办”——鼓励公证

机构将需要多个部门办理，关联性强、

办理时间相近的多个事项集中办理，为

群 众 提 供 一 站 式 服 务 。 同 时 推 动“ 公

证+不动产登记”一件事联合办，推广

“公证+领事认证”联办服务。

杨向斌介绍，通过与不动产中心互

设办事窗口、互嵌功能模块、互通服务

系统等方式，实现“公证+不动产登记”

一站办好。通过“公证+领事认证”联

办，实现涉外公证和领事认证“一次申

请、一窗受理、联动办理”，为群众提供

省时、省力、省心的公证法律服务。

办法三：强化数字赋能
提升服务水平

随着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在线公

证服务实现了在线咨询、预约、申办等

一体化办证服务。

持续推动“线下跑”变为“线上跑”，

司法部进一步要求强化数字赋能，逐步

推进省级区域内统一公证业务办证系

统 建 设 ；健 全 完 善 公 证 书 在 线 核 验 机

制，逐步实现与法院、住建、不动产登记

等部门的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推广远

程视频公证在偏远地区、司法行政机关

确定的定点场所应用等。

“通过推广‘互联网+公证’服务手

段，扩大在线申请、在线办理、在线出证

的适用范围，推广远程视频公证在偏远

地区、定点场所的运用，让偏远地区群众

也能享受到智慧公证服务。”司法部公共

法律服务管理局一级巡视员孙春英说。

老年人、残疾人、“上班族”等群体，

怎样享受“公证减证便民提速”的福利？

对此，通知针对提升服务水平提出

了这些举措：

——优化服务措施，针对老年人、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开通“绿色通道”“上

门办证”等服务，优先接待、优先办理。

——倡导公证机构开展错峰延时

服务、预约全时服务和加急即时服务，

解决上班人员没时间办证的难题。

——优化涉企服务，深入企业设立

公证联系点或办证服务点，提供法律咨

询、涉企纠纷调解、涉企公证事项办理

等综合服务，为企业“走出去”、上市融

资、股权治理等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新华社北京 3月 22日电（王思北

林 珑）中 国 互 联 网 络 信 息 中 心

（CNNIC）22 日在京发布第 53 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

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民

规模达 10.92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新

增 网 民 2480 万 人 ，互 联 网 普 及 率 达

77.5%。

网 络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方 面 ，截 至

2023 年 12 月，IPv6 地址数量为 68042

块/32，国 家 顶 级 域 名“.CN”数 量 为

2013 万个，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

达 11.36 亿个；累计建成 5G 基站 337.7

万个，覆盖所有地级市城区、县城城

区。由 5G 和千兆光网组成的“双千

兆”网络，全面带动智能制造、智慧城

市、乡村振兴、文化旅游等各个领域

创新发展。

报告指出，2023 年，我国持续加

快信息化服务普及，缩小数字鸿沟。

公共服务类应用加速覆盖，网约车、

互 联 网 医 疗 用 户 规 模 增 长 明 显 ，较

2022年 12月分别增长 9057万人、5139

万 人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20.7% 、14.2% 。

智慧出行、智慧医疗等持续发展让网

民数字生活更幸福。

同 时 ，我 国 互 联 网 应 用 持 续 发

展，新型消费潜力迸发。报告显示，

截至 2023 年 12 月，在线旅行预订的用

户规模达 5.09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

长 8629 万人，增长率为 20.4%。以沉

浸式旅游、文化旅游等为特点的文娱

旅游正成为各地积极培育的消费增

长点。此外，国货“潮品”持续成为居

民网购消费重要组成，近半年在网上

购 买 过 国 货“ 潮 品 ”的 用 户 占 比 达

58.3%；购买过全新品类、品牌首发等

商品的用户占比达 19.7%。

据悉，自 1997 年起，CNNIC 组织

开展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

查，形成了每年年初和年中定期发布

报告的惯例，成为我国政府部门、国

内外行业机构、专家学者等了解中国

互联网发展状况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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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