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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记者李
恒、董瑞丰）近期呼吸道传染病高
发，其中流感病毒阳性检出率上升
明显。对此，在国家卫生健康委 5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专家表示，
目前儿童呼吸道感染仍以病毒和肺
炎支原体为主，其中病毒主要以流
感病毒为主。

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王荃在
发布会上介绍，儿童感染流感后以
发热为主要表现，可伴有头痛、肌
痛和全身不适等，还会有咳嗽、咽
痛和流鼻涕等呼吸道症状。儿童
的胃肠道症状会比成人更明显，如
恶心、呕吐、腹泻和食欲不佳等。

绝大多数儿童感染流感病毒后呈急
性、自限性病程，一般发热2至 3天，
一周左右痊愈，但有一部分孩子咳嗽
的时间会比较长，还有一部分孩子的
疲劳和乏力症状可能持续时间会相
对长一些。

“感染流感病毒后，主要采取抗
病毒和对症治疗。”王荃表示，家长应
在医生的指导下尽早给孩子使用专
门的抗流感病毒药物，尤其是发病
48 小时内。对症治疗主要以退热、
缓解不适为主，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
年龄和体重，合理选择并规范使用退
热药，还可以使用一些缓解咳嗽和鼻
塞等症状的药物。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记者徐
壮、周玮）要把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落实落细，全力办好各类重大文化
文艺活动，推出更多契合新时代的
艺术精品，营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的好环境……记者5日从文化和旅
游部获悉，2025年全国文化和旅游
厅局长会议日前在京召开，划出
2025年文化和旅游工作重点。

据介绍，一年来，全国文化和旅
游系统聚焦建设文化强国、旅游强
国目标，精准施策、狠抓落实，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效果明显，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用持续彰
显，文艺创作势头良好、优秀作品不

断涌现，保护文化遗产、赓续中华文
脉取得实效，高品质文化和旅游产品
供给持续优化，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
向世界成果丰硕，高质量发展成色更
足，干事创业精气神更劲。

根据会议部署，文化和旅游部门
2025年将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直达
基层，统筹做好考古研究文物保护利
用，推进非遗保护传承水平再上台阶，
持续促进产业扩容强链提质增效，有
效推进旅游产品开发宣传推介，持续
营造规范有序便利市场环境，拓展文
化和旅游交流合作新渠道，扎实做好
综合性基础性保障工作，努力开创文
化和旅游工作新局面。

2025 年，金融如何推动经济持
续回升向好，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3日至4日召开的2025年中
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释放一系列政
策信号。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2025 年要
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防范化
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进一步深化
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
扩大内需、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为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营造良好的
货币金融环境。

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
具，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具有深刻

影响。根据 2024 年 12 月 9日召开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我国
货币政策取向时隔 10 多年再次改
为“适度宽松”，引起市场普遍关注。

围绕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
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作出一
系列部署：“择机降准降息”“保持流
动性充裕、金融总量稳定增长”“坚
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

“这些系统部署，为年初着手谋
划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
了具体指引。”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
策司司长邹澜表示，在总量方面，央
行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深
入挖掘有效融资需求；在价格方面，
央行将持续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兼
顾银行业稳健经营和社会综合融资
成本稳中有降，为促消费、扩投资创
造有利的利率环境。

在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方面，中
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做好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
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对此，会议明确相关安排：完善
金融五篇大文章顶层制度安排，统
一统计制度，强化考核评价，聚焦国
民经济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

节，进一步增强金融支持的力度、可
持续性和专业化水平。

“目前，五篇大文章的政策框架
已基本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
场司司长彭立峰介绍，2025年要切
实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宏
观信贷政策的牵引带动作用，完善
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推动加大信
贷投入、优化信贷结构、丰富金融产
品；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支持企业通
过债券、股权等市场融资，提升金融
服务质效。

就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而言，
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持续

优化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
策，加大工具支持力度；优化实施碳减
排支持工具，完善绿色金融评估；提高
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资金使用效率，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健康产业、养老
产业和银发经济的支持……

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
题。2024年 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
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

此次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明确
部署：充分发挥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
金融稳定功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
融风险底线。

彭立峰介绍，下一步，中国人民银
行将继续抓好已出台政策的落实，支
持金融机构接续、重组和置换融资平
台到期债务，缓释存量债务风险。推
动地方政府通过资产注入、兼并重组、
强化治理等举措，实现融资平台市场
化转型退出。同时，持续跟踪政策执

行情况，打通政策落地的堵点难点。
近年来，我国金融开放蹄疾步稳。

来自会议的信息显示，我国债券市场在彭
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中占比已升至第
三，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稳步提升，国际支
付、融资货币等功能明显增强。

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对稳步推进
金融改革开放作出一系列部署：增强债券
市场功能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稳慎扎
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跨国公司资
金池等跨境资金结算便利化政策提质增
效，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改革……

“我们要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综合施策抓好落实，为经济持续回升向
好提供有力支持。”中国人民银行有关
负责人表示，2025 年要发挥好货币政
策与财政、产业、监管等其他宏观政策
的合力，保持政策取向一致，更加注重
支持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提升政策整
体效能，进一步畅通政策传导。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蟠龙纹陶盘栩栩如生，诉说先
民的龙图腾崇拜；内外双城雄伟气
派，见证都城气象；古老乐器成组出
现，反映礼乐文明初始……

近期，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向
公众开放，第一次集中系统呈现距
今 约 4300 年 至 3900 年 的 陶 寺
文明。

230 件（套）文物展出：勾
勒4000多年前陶寺文明

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代表性遗
址之一——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
襄汾县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
土塬上，坐落在遗址西北边缘的陶
寺遗址博物馆，2024 年 11 月 12 日
建成开放。朱书扁壶、铜铃、板瓦、
绿松石镶嵌腕饰、玉璇玑、圭尺……
230件（套）珍贵文物全景式展现了
陶寺遗址 46 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成果。

“人们对陶寺遗址重要性的认
识，经历了从‘不知’到‘知’的过
程。”80 余岁的陶寺遗址第一代考
古人高炜说。1958年，陶寺遗址在
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发现，此
后经过多次调查、复查。1978 年，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所长夏鼐作出发掘陶寺遗址的
决策。

目前，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的张彦煌、高天麟、高炜、李
健民、梁星彭、何努、高江涛等为代
表的几代陶寺考古人，完成遗址分
布范围内约400万平方米的考古调
查，发掘面积近3万平方米，出土各
类文物5500余件。

墓葬区最先面世。1978 年至
1985年，考古工作者发掘墓葬1300
余座，其中逾七成没有随葬品，为平
民墓。在大墓和较高等级中型墓
中，出土了由成组彩绘陶器、彩绘漆
木器、玉石器构成的礼器群，尤其5
座大墓中出土了蟠龙纹陶盘、鼍鼓、
土鼓、石磬等礼制重器。

这里有没有城墙和大型夯土建
筑基址？从1999年开始，考古队领
队梁星彭和队员们在田间地头、山
梁沟峁寻找蛛丝马迹。

“两三年后，陆续发现的夯土痕
迹形成了一个‘框’，我高兴得不得
了。”80余岁的梁星彭说，这是一个
圆角长方形的城池，城墙底宽 8米

左右。陶寺先民能建造如此规模的
城市，意味着拥有了发达的组织能
力和高高在上的“王”。

进入21世纪，在何努、高江涛两
任考古领队的先后带领下，考古工
作者发现大城内分布有宫城宫殿
区、仓储区、墓葬区、祭祀区、手工业
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多个功能
分区。

从展出的农作物遗存、家畜骨
骼、陶器、玉石器、骨器、漆木家具、
铜器、乐器等可以看出，陶寺先民以
黍粟为主要农作物，养殖猪牛羊等
家畜，会酿造美酒。手工艺人掌握
了高温熔炼技术和范铸造工艺，能
制作出纯度达97.86%的铜铃；掌握
了平面式粘嵌技术，能做出精美的
绿松石镶嵌腕饰；可以熟练使用矿
物质颜料，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彩绘
艺术。

目前，陶寺遗址的考古重点集
中在中期大墓和手工业作坊区，更
多发现等待揭晓。

“陶寺遗址的有关遗迹和遗物，
反映出距今 4000 年前后以陶寺为
代表的中原地区广泛吸收各地文明
要素，创造发展、迅速崛起、走向一
体的历程，引领当时的文明发展新
格局。”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
林说。

双城制与礼乐器：诠释煌
煌都城礼乐风范

站在陶寺鼎盛时期城址沙盘
前，城市规划尽收眼底：280余万平
方米的大城内，坐落着近13万平方
米的宫城，内外“双城制”呈现出早
期国家都城的盛大气象。

宫城的发现与当时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技工张官狮密不
可分。2012年的一天，他在工作中
突然看到有段土不一样，就拿手铲
刮了刮，喊上高江涛顺着沟边追出
50米，发现这段土到断崖旁看不到
了。后来考古队集中勘探了不到10
天，惊喜地发现夯土遗迹形成合围，
而且大型夯土建筑基址都在这个

“框”内。
在这座宫城内，矗立着规模宏

大、装饰精美的宫殿。高江涛说，最
大的宫殿类基址面积近 6500 平方
米，而且建筑基址上一座主殿的面
积达 540 余平方米，是目前考古发

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
筑基址。

展柜内一块白灰墙皮吸引了游
客目光，上面刻画着由圆圈、直线、
折线构成的几何图案。

“据推测他们先在墙体涂草拌
泥，再抹白灰，然后用工具压出几何
纹饰。”讲解员曹萌萌说，陶寺先民
对宫殿的外墙、内墙和地面进行了
装饰和处理，不仅令建筑整体看起
来光洁，还改善了室内亮度，并有效
防潮。

“宫城的出现意义重大，意味着
社会最高统治阶级的出现，即王权
的形成。”高江涛说，陶寺的“双城
制”与后来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有一
脉相承的关系。

在“礼乐文明”展区，石磬、土
鼓、鼍鼓等乐器经复原后与观众见
面。石磬器形较大；土鼓以陶为腔，
顶端蒙皮，鼓身底部有多个音孔；鼍
鼓即鳄鱼皮鼓，呈竖立筒状，彩绘鲜
艳漂亮。

“技术高，态度非常认真。”90岁
的襄汾县老文物工作者陶富海，提
起当年专家王振江起取鼍鼓的场景
仍赞叹不已，“由于鼓体已腐朽，他
先将鼓腔内的淤土清掉，再在鼓腔
内先后涂抹一薄层、一厚层的石膏
浆，最后剔掉鼓外填土，就得到鼍鼓
的外形了。”

值得注意的是，陶寺遗址已出
土 20余件乐器，种类和数量之多、
规格之高比较罕见，大墓中还出现
鼍鼓、土鼓、石磬等固定组合、固定
数量、固定位置的现象，反映出早在
青铜器还没有普及的史前时代，礼
乐制度已在陶寺大地出现。

“王权国家和礼制社会是陶寺
文明的两大特征。”高江涛说，这座
都城创造的文明很多被夏、商、周及
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发展的重要标识和主要源头
之一。

创意激活文化：让古老遗
存焕发现代活力

进入沉浸式数字展厅，陶寺城
的生活画卷在游客张泽豪身边展
开：被城墙环绕的大城在晨曦中醒
来，宫城里“王”在处理政务，乐师们
敲鼓击磬，艺人在作坊区绘制陶器，
农民在田地里迎来粟黍丰收……

“有种穿越感，在轻松氛围中就对陶
寺文明有了全面了解。”他说。

实物展示、图文展板、场景复原、
动画演示、多媒体互动装置……在陶
寺遗址博物馆，早期国家的文明形
态、中华文明探源的魅力有了新的表
达和呈现。

“陶寺文明距离现在比较遥远，我
们想尽办法帮助观众建立历史想
象。”襄汾县委书记刘春林说。

博物馆组织专业力量深入研究，
打破以时间为序的展陈传统，精选文
物，采用“专题”叙事方式，通过现代
化创意手段，从都城、农业、手工业、
礼乐文明、天文历法、文明特质等方
面，展现陶寺遗址作为早期国家都城
的盛大气象和恢宏图景。

“这座都城的形成，是中原、河套、
海岱、江汉、甘青、江浙等史前时期区
域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结果，可以看出
陶寺文化包容、创新的特质。”高江
涛说。

为生动阐释文明特征，陶寺遗址
博物馆采取“实物对比+展板图文解
说”的方式，让观众一目了然。例如，
陶寺中期炊具双鋬肥足鬲，是陶寺早
期炊具釜灶与北方小口肥足鬲相结合
的产 物，体现了文 明的包容与 创
新性。

博物馆还艺术化复原陶寺文化中
期大墓22号墓的墓室，结合墓室东壁
去掉獠牙的公猪下颌骨和六柄玉石列
钺的现象，表达“修兵不战”“不战而
屈人之兵”的执政理念，点明蕴含其
中的崇尚“文”德的和合思想。

植根文化、贴近生活，“小文创”让
传统文化焕发“大活力”。陶寺遗址
博物馆与文化企业合作，提取蟠龙纹
陶盘、鼍鼓、朱书扁壶等文物的器形、
纹样等，开发出茶具、挂饰、丝巾、花
器、冰箱贴、手提袋等文创产品。

“这件取‘陶寺’谐音的摆件很受
欢迎，上面有红彤彤的柿子、水灵灵
的桃，寓意如意、长寿、幸福。”襄汾县
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成丽霞说，与非遗
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的合作使产品
更具文化内涵。

博物馆外，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正在紧锣密鼓打造中。宫殿展示
区、宫城城墙复原区、“观象台”考古
天文馆等已初具雏形，陶寺先民的生
活画卷正在遗址上徐徐展开。

（新华社太原1月5日电）

新华社北京 1月 5 日电（记者邹多
为）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中举足轻重。围绕以大开放促进大开
发、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筑牢国门安
全屏障、支持打造一流口岸营商环境等
四个方面，海关总署5日出台15项措施
支持新时代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
新格局。

具体措施包括：支持确有需要且符
合条件的地区按规定程序申请口岸开放
或扩大开放；探索创新江海联运、铁海联
运等海关监管便利化措施；支持成都、重
庆、昆明、西安、乌鲁木齐等建设国际航
空枢纽；加大特色农食产品品牌培育力
度，推动蔬菜、水果、茶叶、中药材、酒类
等优势特色产品扩大出口；支持保税研
发、保税维修、保税再制造、保税展示交
易、融资租赁等新业态在西部地区落地；
支持西部地区海关与地方共建口岸传染
病联防联控机制；加强核生化爆、武器弹
药、毒品等领域打私联合整治；支持更多
海关改革举措优先在西部地区复制推
广等。

海关总署表示，下一步，将指导西部
地区海关充分发挥协同联动工作机制作
用，推动15项支持措施落地见效，助力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合力推进国际物流
大通道建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
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实
落地，西部地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外贸
实现较快发展。海关总署当天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0年至2023年，西部地区进
出口总值由 2.96 万亿元增至 3.74 万亿
元，年均增长 8.5%、高于同期全国整体
进出口增速1.2个百分点。

聆听来自陶寺的文明回响
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 姜淏然

中国邮政 1 月 5 日发行《乙巳
年》特种邮票。《乙巳年》特种邮票
以敦煌壁画和传统民俗为灵感来
源，将蛇的形象与吉祥寓意巧妙结
合。邮票一套两枚，图案名称分别
为“蛇呈丰稔”“福纳百祥”。

图为 1 月 5 日，一位重庆市民在
展示刚刚购买的《乙巳年》特种邮
票。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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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如 何 推 动 经 济 持 续 回 升 向 好 ？
——聚焦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任务清单

新华社记者 吴雨 任军

专家提醒：

目前儿童呼吸道感染仍以
病 毒 和 肺 炎 支 原 体 为 主

文化和旅游部：

推 出 更 多 契 合
新时代的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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