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2021年3月22日 星期一
责编 逯德忠
美编 李梦妮

文旅副刊部：63907236 理论评论部：63907228（传真） 视觉影像部：63907227 要闻编辑部、本地新闻编辑部：63907179（传真）/63907186 融媒体编辑部：63907117 全媒体营销中心：63907707 63907714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3月
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
展会在成都召开，通报了四川广汉
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成果——新发
现6个祭祀坑，已出土500余件重
要文物。三星堆遗址再次惊艳世
界。重庆日报记者获悉，在此次考
古发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考古现场
综合发掘平台，是由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重庆
声光电智联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声光电智联”）联合研发的，
其中不少“黑科技”首次运用于考古
领域。

据了解，重庆声光电智联位于
南岸区的国家文物保护装备产业
基地内，已在智慧文博领域深耕多
年。“从去年初开始，我们就和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道，为三星堆
遗址考古发掘量身定制高科技设
施设备。”重庆声光电智联相关负
责人说，双方联合研发的考古现场
综合发掘平台，由探方工作舱、现
场考古实验室、文物应急保护室、
文物修复实验室、仪器分析实验室
等组成，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
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
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高质量、高
水平推进。

据介绍，6个祭祀坑按分布被
“装入”4个透明的探方工作舱。通
过网络直播画面，网友看到考古人
员身着防护服进入探方工作舱。这
个工作舱充满了科技范儿。小型变

频环境控制系统及高压微雾加湿系
统实时调节舱内温湿度，使得考古
现场保持恒温恒湿的环境状态，从
而减少对出土文物的伤害；全视频
记录系统通过8台400万星光级网
络摄像机、1台工业全景相机，全程
记录考古发掘过程，为学者今后研
究提供第一手考古发掘视频资料；
考古人员工作平台可视需求移动，
让身体不接触坑内地面，保障了考
古人员和出土文物的安全。

据了解，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象
牙，暴露出来后很容易因失去水分
而变形，对象牙进行科学保护是世
界难题。此次考古发掘中，重庆声
光电智联自主研发的充氮保护箱首
次运用到考古领域。这种保护箱
1.9米长、0.6米宽、0.5米高，考古人
员将象牙进行科学清理后，将其放
置在保护箱中，可以有效保护象牙
等对温湿度敏感的有机物。该公司
还将用于军事的排雷靴改造成适合
考古发掘的工作靴，穿上这种靴子
可大大减轻对坑内地面的压力。

考古现场综合发掘平台受到
业界高度评价。中国考古学会理
事长王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
内多单位、多学科参与三星堆祭祀
区发掘研究工作，堪称一流的考古
发掘大棚、工作舱、实验室设施，是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考古学的探索与实践，构
建了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的
新模式。

“黑科技”助力三星堆考古发掘
川渝联合研发的多项技术首次

运用于考古领域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考古现场综合发掘平台发挥了重
要作用。图为3月21日，工作人员在探方工作舱内开展考古发掘等工作。

（重庆声光电智联电子有限公司供图）

合川
强力整治道路货运行业安全

合川区强力整治道路货运行业安
全，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剖析道路货运行
业安全问题。

突出抓货车生产、销售、登记检验、
维修及货物装卸、运输等安全管理，强
化生产与维修、源头与路面、打击与防
范相结合，整治一批非法生产、销售、维
修等违法违规企业；将全区 6000 余台
货运车辆，88家货运企业，8家搅拌站，
36个矿山，5个码头，108个建设工地、1

个工业园区，固定治超站，全部纳入监
管范围；重点对渣土车、商品砼车、危化
品运输车、矿石运输车等重中型货车，
矿山、码头、大型物流场站、施工建设工
地等涉货通行路段，以及非法生产销
售、非法改装拼装、超速、超载等重点违
法行为进行整治和打击；查处一批主体
责任不落实的装载及运输企业，打击一
批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的突出违法行
为，震慑一批货运企业法人代表及安全
管理人员、货运驾驶人，截至目前，共查
处超载超限车辆163台次，查处非法改
装60台次。

江津
百日行动督促整改6000个隐患

江津区年初安排部署的“百日行动”
工作日前结束。全区共检查企业、个体工
商户、道路安全近14000家次，已督促整
改隐患6000个，责令停产停业14家，暂
扣(吊销)证照4个，查获非法售油车5辆，
没收油品10.424吨，行政拘留1人。

“百日行动”期间，江津区成立了6
个督查组，对全区51个镇街、部门“百日
行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覆盖督查。
各镇街平台、有关重点行业部门携手共

治，重点整治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消
防、交通运输、城市建设、工贸企业、烟花
爆竹、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风
险隐患排查不到位、隐患整治不彻底、安
全教育培训不扎实等突出问题。“百日行
动”真正做到安全隐患排查检查横到边、
纵到底，督促落实隐患整治整改，切实减
少一般事故，有效控制较大事故，坚决杜
绝重特大事故，切实提升全区安全生产
整体水平。

张川 王秀

区 县 动 态

全市开展建设安全突出违法行为集中执法行动

聚焦六稳六保聚焦六稳六保创造良好安全环境创造良好安全环境
安全生产举报投诉安全生产举报投诉：：1235012350

日前，市安委会印发了2021年《全市
建设安全突出违法行为集中执法行动方
案》（简称“建安”行动）。要求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以“降总量、控较大”为目标，以大
排查大整治大执法为主线，围绕建设单位
首要责任、施工单位主体责任和监理单位
监理责任，持续深化“两防”专项整治，常
态化开展“建安”系列集中执法行动。

《方案》要求，此次“建安”行动要严肃
查处建设安全突出违法行为，实现全年建
设安全事故同比下降5%以上，较大事故
控制在3起以内，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发
生。要重点检查涉及建设单位安全质量
首要责任（6个大项、15个小项）、施工单
位主体责任（11个大项、54个小项）和监
理单位监理责任（3个大项、11个小项）三

方面的突出违法行为。
集中执法行动是由市、区县两级建安

办牵头，市、区县（自治县，两江新区、重庆
高新区、万盛经开区）两级的住房城乡建
委、交通局、水利局、规划自然资源局、城
市管理局、经济信息委以及市能源局、市
通信管理局、成铁监管局等负有监管职责
的部门（以下简称“行业监管部门”）作为
具体实施主体。

贯穿全年常态执法。市、区县两级行
业监管部门，要针对本方案提出的执法重
点，贯穿全年执法计划中，常态性开展执
法检查，严肃查处突出违法行为。在常态
执法基础上，针对重点时段，开展5轮为
期一周的集中执法行动。“建安”行动期
间，市、区县两级行业监管部门所有执法

人员必须全员进现场、找问题、开罚单，有
力震慑违法行为。5轮“建安”行动由市
级行业监管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各级安委
会要加强统筹指导、认真督促。每月调度
执法情况，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要在每月5
日前向市安委办、市建安办报送本系统执
法情况，市安委办、市建安办将对责改、停
工、处罚、扣分、暂扣等查处措施进行分析
通报。

典型案件收集分析。市级行业主管
部门每季度要向市安委办、市建安办报送
典型案件，其中市住房城乡建委全年不少
于36件、市交通局全年不少于20件、市
水利局全年不少于10件、成铁监管局全
年不少于10件；各区县安委办每季度要
向市安委办报送典型案件，其中19个重

点区县全年报送案件不少于20件，其余
区县全年不少于10件；市安委办、市建安
办在收集、分析和研究材料的基础上，会
定期公开曝光一批典型违法案件，以充分
发挥典型违法案件“活教材”作用。

适时警示约谈督办。根据每月安全
事故调度情况，市安委办、市建安办对事
故多发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和重点区县，
适时启动警示约谈。特别是对问题突出、
性质恶劣的参建企业，要警示约谈其上级
集团总部，将重点区县的警示约谈督办情
况纳入动态考核范围。

强化联动机制建设。市、区县两级
建安办要充分发挥对建设市场五方主体
实施统一监管的制度优势，以强化事故
参建五方监管为突破点，建立定期议事、

警示约谈、信息互通、联合惩戒等联动机
制，逐步构建从招投标、承发包、施工阶
段等全过程建设安全监管链条，推进专
项治理，解决突出问题，促进建设行业安
全平稳向好。

强化督查考核。市安委会将该项工
作作为综合督查的重点内容，特别是重点
督查5轮集中执法期间，执法队员一线在
岗情况，同时将该项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
核，推动解决“降总量、严执法”方面压力
不够、动力不足的问题。

苏崇生

链接
全市12家建设企业被点名批评

日前，在全市召开的开展建设

安全突出违法行为集中执法行动专

题会议上，12 家建设企业（其中：中

央大型企业 3 家、市属重点企业 9

家）被点名批评，针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市相关部门已责令企业立即

进行整改。

今年1-2月建设施工事故同比上

升142%，出现了量大反弹的局面。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长江重庆
段船舶生活污水由达标排放，转为岸上集
中交付处置“零排”，并将在三峡库区全面
推广；靠岸船舶采用岸电App智能扫码取
电，代替传统柴油发电……这是重庆日报
记者从3月19日在渝召开的长航局船舶
污染防治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的。自
2020年重庆海事局在全国首创实施内河
船舶污染物重庆“零排”方案以来，长江重
庆段90%的航运公司、80%的船舶实施“零
排”方案，航运企业防污成本下降70%。

据介绍，重庆海事局针对辖区长江
上游和三峡库区水域的实际，通过专项
调研、科学分析、试点运行，2020年正式
推出船舶污染物重庆“零排”方案。重庆

“零排”方案也称为“023”方案。“0”代表
零污染，“2”表示从“船+岸”两方面同步
发力，“3”代表三项治理，即同步实施船

舶水污染、大气污染、噪音污染三项治
理。船舶水污染物全程“零排放”治理，
即船舶垃圾、生活污水、含油污水实现全
程“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大气污染“零
产生”治理，推进靠港船舶岸电智能化使
用等；噪音污染“零打扰”治理，为沿江居
民创造宁静的生活环境。

3月19日上午，重庆日报记者在果
园港滚装码头看到，一艘滚装船靠岸后，
船员们取出事先备好的水管，将一端与
船污水处置柜相接，另一端与港口的污

水接收装置相连，将船舶航行过程中产
生的生活污水全部转移交由岸上处置。
同时，靠岸船舶采用岸电App智能扫码
取电，代替传统柴油发电……重庆海事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让长江船舶惯
用几十年的“船上处理、达标排放”的排
污方式成为历史，长江重庆段船舶污染
物排放得到高效控制。

“现在不用担心污水达标问题，处置
柜中储存的生活污水，船到港后会抽到
岸上进行集中处理，过程简单、操作便

捷。”一位船员告诉记者。
“船上发动机不用24小时开启，船

上噪音小了，船员劳动量减少了，公司燃
油成本也减少了几十万元。”重庆冠泰船
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零排”方案受到船企青睐。数据显
示，自2020年实施以来，长江重庆段累计
接收船舶水污染物同比增加133%；使用
岸电同比增加25.8%；航运企业防污成本
下降70%。另有38家重庆辖区外公司及
188艘外港籍船舶主动加入“零排”队伍。

重庆首创船舶水污染物“零排”方案
将在三峡库区全面推广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在我
国，水土流失被列为“头号环境问题”。3
月 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水利局获
悉，近年来我市着力治理水土流失取得
了显著成效。2016-2020年，重庆累计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7935平方公里，

全市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持续下降，人
为水土流失监管全面加强，区域和流域
的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显著增
强。

重庆山高坡陡、沟壑纵横、水系密
布，也因此成为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最为
严重的城市之一，而重庆三峡库区更是
我市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也是国
家级水土保持重要生态功能区和水土流
失重点治理区。近年来，我市依托国家
水土保持重点工程、退耕还林、土地整
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石漠化治理等重点

项目，统筹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2016—2020年，累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
面积7935平方公里。特别是2020年，
全市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335平方
公里，水土保持生态功能持续提升。

通过治理，我市水土保持生态功能
显著增强。市水利局提供的数据显示，

“十三五”时期，全市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了11.5%，其中中度以上水土流失面积
减少了71.7%，三峡库区水土流失面积
减少了14.5%。水土流失率则从之前的
36.5%下降至2019年的30.9%。

同时，我市还将水土保持重点工程
建设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
紧密结合，以小流域为单元，统筹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十三五”时期，我
市共投入财政资金15.6亿元，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2379平方公里，实施改造坡耕
地面积13.6万亩，建成了万盛青山湖、梁
平文化河、长寿清迈良园、石柱县龙河、
云阳县玉带等一批独具特色的生态清洁
小流域和旅游观光小流域示范典型，有
力助推了当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绿
色发展。

重庆着力治理“头号环境问题”

“十三五”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7935平方公里

近日，重庆高新区大学城南二路，市
民在完成升级改造的人行道慢跑道休
闲。补种蓝花楹和法国梧桐、设置共享单
车停车点、铺设自行车道及慢跑道……作
为重庆市民生实事工程之一，重庆高新区
人行道完善提升工程完工，纵五路组团、
厚德路、景阳路等5条道路17.6公里路段
和6.9万平方米的人行道换上新装，成为
示范路段。今年，重庆高新区还将改造人
行道超50公里，延伸至虎溪街道、曾家街
道等区域，助力科学城高标准建设，方便
居民出行。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重庆高新区
人行道示范路段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