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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记者 潘洁）记者近日从国家
统计局了解到，我国将于2025年开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助
力查清我国人口在数量、素质、结构、分布以及居住方面的变化
情况，更好把握人口发展态势和流动规律。

据了解，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调查
对象为我国境内抽中住户的全部人口。根据推算精度要求，采
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在全国共抽取约500万
户、1400万人，抽样比例为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

此次调查内容主要是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公
民身份号码、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流
动、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等。调查指标总体上与以往的人
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保持衔接，同时，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充
分研究论证基础上，将增加反映人口高质量发展和最新政策需
求的相关内容。

调查结束后，国家统计局将以公报形式及时向社会发布调
查主要成果，更为详细的分类调查结果将通过年鉴等方式发布。

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
将于明年开展

在“人类基因组计划”（HGP）完成21年之后，由中国科学家
发起，十多个国家科研人员联合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细胞研
究》上发表题为《献给人类1%的礼物：人类基因组计划二期》的
社论，倡议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二期（HGP2）。

多国科学家为何联合启动这一倡议，要实现哪些具体目标，
又计划如何应对挑战？

为何启动HGP2

1990年，被誉为生命科学“登月计划”的HGP启动，并于
2003年宣告完成初稿。这项壮举由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
国和中国的科学家花了13年时间、耗资38亿美元完成。

20多年来，HGP的完成极大推动了基因组学研究和精准
医疗的发展。然而，精准医疗对全球人口健康的影响迄今为止
仍然微不足道。要想取得更具影响力的进步，还有赖于全球范
围内的进一步合作。

因此，由中国科学家发起，中国、希腊、美国等10多个国家的
科研人员在《细胞研究》上联合发表社论文章，倡议启动HGP2。
根据文章，这一全球精准公共卫生项目旨在继承HGP的遗产，通
过更深入了解人类基因组来履行改善人类状况的承诺。

初步实现哪些目标

HGP2的任务是赋予全人类读取和使用自身基因组信息的
权利，以过上更健康、更长寿的生活。HGP2设定了初步目标，
涵盖数据生成、精准干预和临床转化三大方面。

其中，数据生成目标包括完成全球超过1%人口的基因组
测序，为人类泛基因组项目贡献来自20多个国家的5万个完整
参考基因组，将多组学整合到精准医疗的标准和方法中，以及创
建来自不同人群的大型多组学队列等。

精准干预目标包括定义携带者筛查、偶然发现、显性疾病、
罕见疾病诊断和药物基因组学的最佳实践报告和干预措施，并
对所有测序的基因组实施临床可行的报告和干预，实施标准化
的健康经济学研究，量化基因组引导干预的成本效益等。

临床转化目标包括编目HGP2测序的基因组中的所有遗传
和多组学变异，并阐明所有编目遗传和多组学变异的临床相关
性，将基因组和多组学发现嵌入标准临床实践和精准公共卫生。

如何应对关键挑战

研究人员指出，扩大精准医疗在全球的实施规模和影响，面
临科学以及伦理、法律等多个方面的全球性挑战。

为实现项目目标，应对全球精准公共卫生领域的关键挑战，
HGP2计划在多方面开展工作。

科学挑战方面，HGP2计划创建一个全球研究联盟。在伦
理、法律和社会影响方面，HGP2将为全人类开发针对不同文化
并符合法律的方案。 （据新华社伦敦9月16日电）

中国科学家发起！

十余国联合倡议启动
人类基因组计划二期

据新华社莫斯科/基辅9月16日电 （记者 江宥林 李东
旭）俄罗斯总统普京16日签署命令，将俄武装力量中军人数量
增加至150万人。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16日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签署的总
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人员编制为2389130人，其中包括150万
名军人。该命令将于今年12月1日生效。2023年12月1日，
普京签署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人员编制为2209130人，其
中军人132万。

普京签署命令扩军18万
军人数量增至150万人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兰世秋

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这句话出自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

的《幸福之路》一书。
著名美术评论家、云南艺术学院教授、

云南省美协副主席汤海涛曾多次用这句话
来形容云南美术。

位于长江上游的云南，是长江水源的
重要涵养地和生态安全屏障。这里历史悠
久、地域广阔，拥有26个民族和绮丽多姿
的自然风貌。

“参差多态”的地理环境，使得云南的
地域文化和艺术面貌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和
包容的姿态，孕育出独特的云南美术景
观。其中，云南绝版木刻版画是中国美术
创作历程中一张闪亮的高原名片。

《拉祜风情》石破天惊
拿下云南美术史上首个全国美

展金奖

今年6月，又到毕业季，云南普洱学院
美术馆迎来一年一度的美术系学生毕业设
计作品展。

作为普洱学院的精品课程、特色办学
名片之一，绝版木刻作品备受关注，也为普
洱的夏天增添了绚烂的艺术风情。

什么是绝版木刻？通俗地说，就是在
版画的创作过程中，或黑底、或白底，层层
叠印。下一版将上一版需要保留的色彩位
置在木板上刻除，印制之后，再将这一版需
要保留的色彩位置在木板上刻除……刻和
印的过程即是渐进的“毁版”过程，画印完，
版也自然销毁，无法逆转，画作由此成为

“绝版”。
这样的印制方式，具有较强的表现

力。而作品完成时原版已毁，作品也就成
了绝版——正是绝版木刻技法的独具特色
之处。

绝版木刻的成名，源于一组名为《拉祜
风情》的画作。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云南一批画
家用独特的绝版木刻版画语言，刻画出云
岭高原的明媚与绮丽，在全国美术大舞台
上异军突起、一鸣惊人。

其中，郑旭是第一个将绝版木刻推向
全国的人，也因此，后来有媒体将他称为

“绝版木刻之父”。
1982年，从云南艺术学院版画系毕业

的郑旭被分配到了家乡——思茅地区（今
普洱市）澜沧县文化馆工作。当地的少数
民族风情，为郑旭提供了深厚的创作资
源。他探索着用刻刀与印油的交融，创作
一批具有个性的绝版木刻作品。其中，《牧
归》在云南省美术展览中获优秀奖、《红土》
被贵州省美协收藏。

这是最早的绝版木刻作品参展并获奖
和被收藏的纪录。

1984年，郑旭的绝版木刻组画《拉祜
风情》，石破天惊般地一举拿下第六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版画金奖——这也是云南美术
史上的第一个全国美展金奖。

《拉祜风情》组画不仅体现了民族服饰
独特的造型和艳丽的地域色彩，也传达出
作者对拉祜族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郑旭
以拙中带巧的刀法、对比强烈的色块，在绝
版木刻艺术的探索中，走在了最前沿。

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是一次重要
的展览，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后举办的

第一次大型展览，其规格之高、影响之大，
至今让人印象深刻。《拉祜风情》的获奖，
极大地激发了一批批美术青年的创作热
情，对于绝版木刻的繁荣起到了很大的推
动作用。

绝版木刻屡获大奖

云南美术迎来高光时刻

走过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的辉煌，
在5年之后举行的第七届全国美展上，云
南的绝版木刻再次大放异彩：魏启聪的《村
寨》、贺昆的《秋歌·发白的土地》和王冬明
的《秋千》，分别获得金奖、银奖和铜奖。

由此，云南绝版木刻成为继北大荒版
画、江南水印木刻以及四川黑白木刻之后，
又一个地域性风格鲜明、具有全国影响的
版种。

魏启聪的金奖作品《村寨》，将云南一
处普通村寨的风景，放到绝版套色木刻的
创作中，使观者在炽烈的色彩中感受到画
家的激情。

在贺昆的银奖作品《秋歌·发白的土

地》中，色彩叠加似有油画笔触之美，画面
斑驳、厚重而浓艳。

“绝版木刻的方法一直都有画家尝试，
只是没有像云南版画群体这样，当作课题
来加以研究和实践。”接受记者采访时，汤
海涛表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云南的
这批艺术家进行了成功探索，确立了云南
绝版木刻版画独特的视觉语言，“由此，云
南绝版木刻也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美术
发展的一个成功样本。”

色彩运用的自由跳跃、刀刻技法的独
特张力、民族符号的艺术呈现，是绝版木刻
艺术魅力之所在。

汤海涛认为，这一时期的云南绝版木
刻版画偏重审美形式上的探索，因为技法
的加持，用浓重明艳的色彩表现民族风情，
画面构成饱满，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此外，云南地处偏远，“当时的人们因
为《五朵金花》《阿诗玛》等电影对这个地方
产生了无尽的想象，这一批地域特色鲜明
的版画作品刚好填补了大众想象的空白。”

20世纪90年代，云南绝版木刻持续

踏歌而行，收获众多荣誉，在全国大展中接
连获奖。

1990年卢汝能的作品《捻线》获第十
届全国版画展金奖；1996年，郝平的绝版
木刻《古瓶系列·故鉴图》获第十三届全国
版画展金奖。郝平不仅仅是云南绝版木刻
技法探索的先行者（作品《碓声咚咚》），也
是云南版画事业的推动者。他的创作视野
已经跳出云南，其《古瓶系列》作品让传统
与现代图式在古瓶器物的画面中展开，使
瓶里瓶外都成为郝平的版画世界。

数据显示，1954年至1978年间，云南
省参加全国性展览的版画作品仅40余件，
画册收录31件；1979年至1999年间，云
南参加全国性美展的版画作品近400件，
画册收录158件。其中在全国和国际获奖
的作品近100件。

毋庸置疑，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云南版
画创造的辉煌，也是整个云南美术的高光
时刻。

新生代迅速崛起
用深刻的思考为作品注入灵魂

进入新世纪，随着版画专业教育的发
展，一批新生代艺术家迅速崛起。

在汤海涛看来，这一时期的艺术家，已
经不再拘泥于审美形式，而是转向对表现
内容的深入思考，他们孜孜以求，绝版木刻
的形式语言和主题表现趋于多样，装饰和
写实风格并重，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出现。

2019年，在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中，文
山学院艺术学院教师毕海强的绝版木刻版
画《乡村舞蹈》成功入选。

《乡村舞蹈》以云南彝族撒尼人聚居的
石林地区野外场地为背景，用叙事的方式
具象表现。画面中，青年舞蹈节奏明快，粗
犷豪放，形成欢腾激越的动态，充分体现了
撒尼人的自信与幸福感。

青年艺术家冷光冕毕业于普洱学院美
术系，他的绝版木刻作品《孔雀屏》同样入
选了第十三届全国美展。画面中，天空的
晚霞印在了水稻田里，远处的房屋也染上
了余晖的颜色，颜色层次丰富且精致。

汤海涛认为，毕海强强调地域的色彩
表现张力，通过写实的手法，开创了绝版木
刻的表现领域；冷光冕对于色彩和线条的
天生敏感，使得他的作品画面带有现当代
的视觉因素，观者过目难忘。

2005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
院版画专业的毛祥彦也是新生代版画家中
的佼佼者。

“如果艺术创作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而
没有体现独特的思想感情，作品就没有生
命，难以与观众产生共鸣。”在毛祥彦看来，
艺术家要用深刻的思考、真挚的情感，为作
品注入灵魂。他的版画作品《琢木郎印象·
绣花鞋》，取材于云南大理的少数民族生
活。作品朴素自然，生动唯美，在版画语言
的运用方面，纯粹、成熟而稳重，色彩搭配
精练、和谐。

与传统的云南版画相比，毛祥彦的作
品画面风格少了些狂野、多了些内敛，弃了
些粗糙、多了些精致……

新生代版画家的迅速崛起，让绝版木
刻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更多可能性。

在美丽、丰饶、神奇的云南大地上，云
南版画正续写着生机勃勃、繁花似锦的明
天。其中的高原名片——云南绝版木刻，
也必将刻印出更加生动、绚丽的未来。

云南绝版木刻：中国美术的高原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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