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注 龙 骨 坡 遗 址 发 掘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李晟

8月16日，龙骨坡遗址主动发掘工作
再次启动。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91岁研究员黄万波为代表
的专家组来到龙骨坡，再次寻踪生活在
200多万年前的“巫山人”。

作为“重庆市巫山县龙骨坡遗址”第

四阶段发掘的现场负责人，重庆市地质调
查院研究馆员魏光飚介绍，巫山龙骨坡遗
址的发现，是近40年来东亚史前文化研
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在人类起源与旧
石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深远的影响。

龙骨坡遗址在哪里？

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西南坡。
龙骨坡遗址何时现世？
1984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黄万波研究员等发现，先
后经历了4个阶段的系统发掘：1984—
1988 年 ，1997—1998 年 ，2003—2006

年，2011—2012年。
龙骨坡遗址为何“横空出世”就震惊

世界？
龙骨坡遗址的出土物包括人科化石、

石制品及多种脊椎动物化石。其中，人科
化石被命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也就是人
们口中俗称的“巫山人”。其出土对人类
起源与旧石器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龙骨坡遗址为何震惊世界

本报讯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李
晟）8月18日，中国重庆市巫山县龙骨坡
遗址第五阶段主动性发掘进入第三天。
重庆日报融媒体报道组在现场为你发回
最新报道。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发掘工作，解开
‘巫山人’究竟是人还是猿的世界难题。”
作为本次发掘的专家顾问，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
说，关键是要找到“巫山人”的新材料，而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是有可能的。

“在第三阶段的发掘工作中，这个地
方曾发现巨猿牙齿两颗和石器等。”黄万
波说，如果此次发掘能找到上颌骨或者头
盖骨碎片，就可以根据碎片厚度及弧度，
进行科学复原，然后获取头盖骨主人的脑
容量。

“脑容量高于500毫升，就是人；低于
500毫升，就是猿。”黄万波介绍，是人，我

们就向全世界证明了早在200万—250万
年前，巫山龙骨坡就有古人类存在；是猿，
结合遗址曾发现的上千件石器，我们就可
以给全世界提出一个全新的论断：这种猿
已经会制造工具。

“因此，不论‘巫山人’是人是猿，它都
是值得世界瞩目的。”黄万波说。

专家组表示，已经持续近40年的发
掘再次启动，是希望发掘出土更多古人
类、古生物化石及相关人工制品，为揭示
人类发展进程、实证三峡地区百万年人类
史提供更丰富的材料。

重庆日报融媒体报道组8月17日抵
达发掘现场，将实时跟踪报道考古发掘全
过程，第一时间揭秘“重庆市巫山县龙骨坡
遗址”主动性发掘第五阶段。

报道小组将推出系列报道，通过文
字、图片、视频，全方位聚焦龙骨坡遗址发
掘现场。

这次发掘有望找到“巫山人”新材料
借此可解开“巫山人”究竟是人还是猿的世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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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李晟

8月18日，本次发掘的专家顾问、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91
岁研究员黄万波，在发掘现场接受了重庆
日报融媒体报道小组的独家专访，讲述自
己执着半生苦苦追寻的“巫山人”。

一个“人”
为了“解释清楚这个‘字’”，

他花了半辈子

40年，青丝变白发；40年，跨越世纪
之更。如今已过耄耋之年的黄万波，40年
只为一件事——求证重庆巫山系地球早
期人类起源的重要节点。

40年来，他在巫山龙骨坡为寻找人类
起源与演化的实证而奋斗不止，先后发现
一段“巫山人”下颌骨、一枚门齿、数百件
石器和百余件哺乳动物化石，以及23个
文化层。

这些重要发现，形成了《巫山猿人遗
址》《200万年前的山寨》等科考学术成
果，其中《亚洲的早期人类化石及其石器
制品》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

他的科考学术成果使龙骨坡巫山人
及其文化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化地点得到
中外考古学家的公认；论证的“东亚人起
源于长江三峡”学说，改写了科学界对“人

类演化史”的定论，支持了“人类多地起
源”学说，为重庆打造龙骨坡文化名片奠
定了基础。

除了“巫山人”之外，他还是“蓝田人”
“和县人”的发现者。黄万波说：“‘人’字
两撇，写起来是极容易的，但要解释清楚，
我却花了半辈子。”

人之初
“巫山人”在人类演化树上

应该有个最合适定位

从“巫山人”出世至今，围绕着它的，
就是不断的争议、质疑。面对如此之多的
不认同，为什么还要执着去寻找一个看起
来异常渺茫的“答案”？

看着眼前正在发掘的30平方米探
方，黄万波沉默了许久。“我就想在人类演
化树上，为‘巫山人’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定
位。”

为了证明自己？并不！因为早在8
年前，巫山龙骨坡出土的打制石器，就已
经通过年代测定，被毫无疑问地确定在了
250万年前。“石器毫无争议，那么它们的

‘主人’必然曾经存在。”

诞生于250万年前的几个“石头工
具”，有什么独特之处？黄万波说，在非洲
肯尼亚发现330万年前的旧石器消息被
公布之前，“巫山人”所打制的石器，一度
是“世界最早”之一。

几块石头，为什么争第一？在全世界
古人类研究者眼中，这个“第一石头”背
后，有着足以改写历史的分量。

黄万波说，在龙骨坡打制石器出土之
前，世界上出土的最早旧石器是非洲埃塞
俄比亚的250万年前的旧石器。它们属于
同一个年代，也就是说，当时已经可以通过
考古发掘的实物以及科学检测，力证亚洲
与非洲一样，同样是世界人类的起源地。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长江三峡亘古
至今，我想为其历史，再添一枚华章。”

没错，黄万波，是中国重庆忠县人。

人之志
东亚人类祖先在巫山龙骨坡

虽然巫山龙骨坡不是世界最早的人
类起源地之一，但东亚人类祖先却是从巫
山走出的。黄万波说，最新的测年结果显
示，“巫山人”的牙齿“年龄”已经220万年

了，属于女性。
目前发现的“巫山人”化石包括一截

带有两颗牙齿的下颚骨化石。它的主人，
是生活在220万年前巫山龙骨坡洞穴里
的女性。

而就是这名女“巫山人”所在的聚落，
在随后数万年时间里，衍生出了现代的中
国人乃至东亚人类。

黄万波将她称为东亚人类的老祖母，
并将她所在的“家族”与在长江流域发现
的建始人、南京人等多种直立人和智人共
同定名为“东亚型人”。而“巫山人”是到
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东亚型
人”。

因为现世的考古材料太少，所以“巫
山人”一直被争议着，这也是黄万波心里
的一个结。“工具找到了，就差‘主人’，太
过遗憾。”

这次发掘找不到“巫山人”新材料怎
么办？黄万波毫不迟疑地望向整片山腰
的龙骨坡遗址。“不怕，这就是个‘五室一
厅’，假如在眼下挖的30平方米‘客厅’里
找不到，我们就去一个个‘卧室’里找，‘卧
室’找不到，就去‘厨房’。只要我走得动，
就会一直找下去。”

黄万波40年做一件事——

求证巫山系早期人类起源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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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云钰 实习生 郑
知时）8月 19日，是第六个中国医师节。
在市卫生健康委召开的2023中国医师节
大会上，部分医师代表分享了他们执业多
年的心里话。

来自市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底，全市有执业（助理）医师9.46
万人，2022年度总计接诊了1.97亿人次
患者。

“行医的路，是痛并快乐着。”市急救
医疗中心肾内科主任医师申兵冰从医已
20余年，他说，痛不是因为苦和累，而是医
生需要和患者共情，走进患者的内心世
界，体会患者的痛；快乐，则是因为患者发
自内心的感谢。

“医生的面子没那么重要。”新桥医院
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肖颖彬在会上回
忆说，1989年，导师刘欲团教授带他到四
川内江抢救一名刀刺伤锁骨下动脉巨大
假性动脉瘤患者。手术结束后，刘教授在
返回途中突然问肖颖彬：“如果这个患者
没有抢救成功会怎样？”肖颖彬说：“我们
会很没面子吧？”刘教授语重心长地告诉

他，“医生的面子没那么重要，而是要时刻
记住，每一名患者都是珍贵的生命，背后

是一个家庭的幸福。”
刘教授的这句话成为肖颖彬从医多

年的遵循。他认为，医务人员应该把自己
“活成”一道光，驱散疾厄，守护人民健康，
“我进入医学之门迄今，已有44年。医学
是博大精深的科学和造福人民的仁心之
术，医生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温
暖的光！”

市中医院中医经典科主任医师任毅
也分享了自己从医多年的心得：“要成为
一名优秀的中医医生，必须坚持传承精
华、守正创新、读经典、跟名师、做临床是
发扬传承中医药的不二法门。”他说，中
医的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学校学习
也仅仅是刚刚入门，一名合格的中医医
生，需要长期不断地深入学习和临床实
践积累。

本次大会还举行了重庆市卫生健康
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奖仪式。经
市委、市政府批准，市人力社保局、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评选出了重庆市卫生健康系
统先进集体100个、先进个人200名。

重庆 9.46 万名医师迎节日
2022年总计接诊患者1.97亿人次

关 注 中 国 医 师 节

□本报记者 崔曜

8月14日上午7点05分，国
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
心带电作业班的工人们，来到南
岸区茶园立交旁边的梨花大道。
他们将采用带电作业方式竖立新
电杆，让周边区域供电更稳定。

当天，市气象台再次发布“高
温橙色预警信号”，最高气温达到
38℃。进入8月以来，我市已经
连续发布5次“高温橙色预警信
号”。面对酷暑，电力工人身穿厚
重的绝缘工作服，坚守在电力供
应保障一线，保障市民清凉度夏。

带电立杆是通过带电作业的
方式，完成电杆的组立工作，属于
难度较高、复杂类的带电作业项
目。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确定
带电作业车停放位置，明确人员
分工，布置安全措施……各项前
序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上午8点，带电立杆作业正
式开始。作业人员申宁和蒋锐身
穿绝缘工作服，身披绝缘披肩，脚
穿绝缘鞋，登上带电作业车。记
者注意到，作业人员佩戴了三层
手套，最外层是加厚的羊皮手套，
防止尖锐物体划伤；中间一层是
绝缘手套，最里层是防汗手套。

随着带电作业车斗臂升起，
申宁和蒋锐在空中熟练地安装着
导线绝缘遮蔽用具，保证新电杆

在吊立过程中不触碰带电线路。
在做好三相导线的绝缘包

扎后，带电作业车收回斗臂，申
宁和蒋锐暂时回到地面，等待地
面工作人员做好配合工作后，再
进行作业。下车时申宁和蒋锐
满脸汗水，绝缘工作服已经被汗
水浸湿了。

“绝缘服与手套可以有效隔
绝电流，起到保护作用，但穿起来
密不透风，这感觉就像‘蒸桑
拿’。工作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
了。”申宁有17年高温作业的经
验，他接过同事送来的藿香正气
水，在树荫下休息了一下。

随后，在带电作业班班长殷
圣彬的指挥下，吊车将18米新电
杆缓缓吊起，顺着线路的方向徐
徐移动，并准确放置到预定的位
置。此时已是上午9点20分，地
面温度接近40℃。申宁和蒋锐
再度上阵，登上作业车，在新电杆
上安装横担、绝缘子和搭头……
经过5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下
午1点37分，带电立杆作业顺利
结束。

据了解，为保障夏季期间市
民正常用电，国网重庆市电力公
司加大了带电作业频率，自6月
以来，全市共开展配网不停电作
业1415次。同时，国网重庆市电
力公司在全市范围设置443个抢
修驻点，配备893辆抢修车、54
辆发电车、4200余人的专业抢修
力量，24小时待命，全力保障度
夏期间安全稳定供电。

国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工人高温下带电作业——

在密不透风的绝缘服里“蒸桑拿”

●8月19日，“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大足区开幕。文化和旅游
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副市长但彦铮出席并致辞。

（记者 赵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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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巫山县龙骨坡遗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万
波（中）正在与工作人员讨论标本。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上接1版）
在拓展应用场景方面，打造

金融服务“白名单”生产系统与产
业运行大数据分析系统，实现科
技型企业经营情况实时感知，提
升产业链经营风险预警水平，统
筹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与防范金融
风险。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持续加
大科创金融供给，截至今年6月

末，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贷
款余额 5573.9 亿元，有贷户数
12019 户 、近 3 年 年 均 增 长
10.2%。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以
科技创新需求为导向，强化金融
供给侧改革，加快构建具有重庆
特色的科创金融政策体系、组织
体系、产品体系和风控体系，加快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

（上接1版）
根据部署，今年我市将实施

重点民生实事农村公路生命安全
防护工程4000公里，惠及全市
33个区县。为科学合理安装防
护工程，市交通局、市公路事务中
心组成调研组，先后走访调研了
荣昌、大足等10余个区县，指导
各区县加快推进安防工程项目，
确保项目“应开尽开”。

为缓解地方资金压力，市交
通局联合市财政局积极争取国家
补助资金。自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我市已经转移支付金额达3.5
亿元。同时，相关方面适时召开
进度推进会，协调解决推进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对任务重、进度滞
后区县开展专项督导，实行进度
一月一调度。

因地制宜
多措并举推动工程落地

在农村公路防护工程安装
中，我市始终坚持因地制宜，做到
与沿线环境、地理、景观相协调。

如开头所说的梁平区CV58
梁山至蟠龙段公路，长15公里，
曾获“2019 全国美丽乡村路”。
作为一条旅游公路，今年在安装
防护工程时，梁平区还结合公路
周边环境，选取了与漫山绿树颜
色类似的绿色钢梁护栏，安装了
废旧的彩色轮胎、彩色磨耗层、地
标灯等，既达到安全通行目标，又
与环境实现了融合。

武隆区则秉承“实用、经济、
有效、安全”原则，综合考虑当地
经济情况、人口数量、交通流量、
路面宽度以及公路线型等因素，
科学合理实施农村公路安防工
程。如今年在实施沧沟乡安防工

程时，针对路面行车宽度不足等
问题，决定对原道路加宽，在路肩
外缘增设混凝土基座，实现了防
护设备与当地环境、路段相匹配。

消除隐患
未来两年全市将实施

8000公里安防工程

“有了护栏，开车安全了，不
到10分钟，就能从家开到果园。”
说起家门前新安装的公路护栏，
忠县永丰镇黎明村村民毛昌权一
脸兴奋。

毛昌权家种植了 200亩李
子，以前从家到果园只有一条很
窄的路，没有安装护栏，无法开
车，只能靠步行，要走半个多小
时。

“家里虽有货车，但没法将地
里的李子直接运出去卖。”毛昌权
说，每到李子成熟的季节，他只有
肩挑背扛将李子背到主公路上再
装车外卖，“费时费力，李子还很
容易在装运过程中破损，卖不出
好价格。”

农村公路安防工程建设，受
益的不只是黎明村。来自市交通
局消息称，目前，全市农村公路安
防工程正加快推进，年内将完成
4000公里的防护工程安装，部分
区县有望提前完成目标任务。如
石柱县今年计划安装波形护栏
200 公里，截至 7月底，已完成
129公里的安装任务，预计9月
底将全面完工。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两年，我市预计实施8000公
里农村公路安防工程，将有效解
决我市山区公路临水临崖、急弯
陡坡路段安全隐患突出问题，也
将推动农村产业、物流业发展。

（上接1版）
为此，今年，北碚区明确提出要坚定

不移抓工业，筑稳经济恢复“基本盘”，坚
持“一手抓存量、一手抓增量”，重点发展
仪器仪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
息、智能装备等特色产业，构建多点支撑
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在存量提质上，北碚区将发挥好“链
长”引领作用，在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稳定供应链上下功夫，着力构建全产
业链的供需格局，支持川仪、四联等“链

主”“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加快打造中小
企业集聚区，确保全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超
过1000亿元。

譬如，针对川仪北碚老厂用地空间
不足、发展前景受限的难题，科学城北
碚园区就与川仪股份洽谈落地新一代电
子信息材料产业基地项目，整合川仪金
属材料、川仪晶体科技两家分公司，构建
先进电子材料和特色精密宝石元器件产
业基地，从而调整优化区域产业布局，
推动川仪与高校、科研机构深度融合，

吸引国内外高端仪器研发生产企业落户
集聚，带动北碚区仪器仪表支柱产业提
质增效。

在扩大增量上，北碚区进一步落实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围
绕政策服务、科技创新、降本减负、优化营
商环境等出台了一揽子优惠政策，拿出

“真金白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加大与两
江水土板块协同，推进康宁玻璃二期等25
项制造业重点项目建设，力争年内完成制
造业投资150亿元，全年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达到8%。在推动产业转型中，北碚
区还强化数字赋能，支持颜宏齿轮、华虹
仪表等企业打造“5G+工业互联网”新场
景4个，大力培育专精特新和“小巨人”企
业，力争年内实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产值
540亿元。

北碚区委书记王俊表示，北碚将切实
扛起大区大县责任，锁定全年目标任务，
千方百计抓项目，在产业招商、改革创新、
营商环境等方面精准发力，努力交出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

（上接1版）
“这些年，大足石刻保护利用

工作在全国走得比较靠前。”中国
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詹长法
说，我国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
大、体系完整，在大足举办的“石
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将推动石窟
寺保护国际合作，助力更多石窟
寺“延年益寿”。

论坛开幕后，9位国内外专
家作了主旨报告。专家们一致

认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
挑战。在此背景下，探讨“气候
变化背景下的石窟寺保护”非常
必要。

大足正唱响“精美的石刻会
说话”。大足区委书记陈一清
说，大足区将以此次论坛为新的
契机和动力，进一步提升大足石
刻保护水平，全面加强对外交流
合作，赓续历史文脉，谱写时代
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