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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2023年 12月 31日，积石山 6.2级地

震灾后救援安置进入第 13天。甘肃、青

海两省受灾地区群众生产生活稳步恢

复，过渡安置工作持续有序开展，不少受灾

群众自发组织文化活动，迎接新年到来。

31 日，记者从海东市抗震救灾指

挥部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经全力搜救，

积石山 6.2级地震造成的青海省 20名失

联人员已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青

海救援工作基本结束，抗震救灾工作转

入灾后重建阶段。截至 31日 8时，地震

已造成海东市 34人遇难。

截至 31 日，青海累计建成板房

3507 间，入住板房 3880 户、16055 人；对

道路崎岖，不宜板房安置的山区受灾群

众因地制宜采取棉帐篷安置方式，目前

帐篷安置 1473户、7050人。

31 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青海省

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中川乡金

田村的板房安置点，一阵爆米花香味远

远飘来。来自河南省许昌市的“快乐

哥”李孟华正用自己带来的爆米花机为

安置点群众做爆米花。村民们有序排

队领取，现场洋溢着新年气氛。

“听到地震发生的消息，我就从许

昌赶到震区支援。明天就是元旦了，这

两天我想着给灾区群众做些爆米花，让

孩子们过个好年。”李孟华说。

随后，记者来到民和县官亭镇官西村

安置点，村民张志国告诉记者，目前全村

有 140多间板房，由村里统一发放米、面、

油、生活用煤等物资。他说，今天村里提

前分发了羊肉。他准备做晚饭时清炖羊

肉，和家人一起过节。他特意告诉记者，

他和妻子住在约16平方米的板房里，房间

里有煤炉，也有水和电，不愁过冬。

31 日下午，记者在甘肃省临夏回

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

自治县的多个安置点看到，板房整齐，

炊烟袅袅，周边街道上，各类商铺均已

开门营业。受灾群众在集市上采买食

材，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

积石山县石塬镇沈家坪村抗震救灾

工作组干部马小勇介绍，针对安置点的

后续管理，村里组建了村民自管小组和

水电服务队，发动群众参与物资发放、环

境卫生维护、水电设施维修等工作，随时

解决大家入住板房后遇到的各类问题。

多个安置点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新

年筹备活动。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克新

民村计划在元旦当天开展篮球友谊赛、

团体心理辅导等活动；沈家坪村有上百

名受灾群众报名，参与元旦拔河活动。

“希望通过组织一些集体活动，让

灾区群众增强凝聚力，提振重建家园的

信心。”马小勇说。（记者 李宁 任延昕

解统强 张子琪）

新华社西宁2023年12月31日电

安置工作有序开展群众迎接新年到来
——积石山6.2级地震灾后第13日救援安置情况综述

1 月 1 日，在位于江苏

盐城的中国黄（渤）海候鸟

栖息地（第一期）核心区域

东台条子泥海滨，鸟儿迎着

朝霞飞翔（1 月 1 日摄，无人

机照片）。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

人们迎接 2024 年的第一缕

阳光。

新华社发（孙家录 摄）

遇见新年第一缕晨光

新华社首尔1月1日电（记者 冯

亚松）由中日韩合作秘书处发起的

“中日韩精神——2024年度汉字”评选

结果 1月 1日在韩国首尔揭晓，“交流”

以最高票当选。

本次投票活动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20 日举行，共征集到超过 1
万张票。在 12个参选词语中，“交流”

获得最多票，“友好”和“尊重”分别位

列第二、第三。

“希望‘交流’这个词为我们提供动

力，加强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中日韩合

作秘书处秘书长李熙燮表示，三年疫情

给三国人员交往造成了阻碍，疫情过后，

希望加强人员交往，促进交流与合作。

此次投票是中日韩合作秘书处

举办的第二届年度汉字评选活动，活

动旨在立足中日韩三国共同文化价

值，促进民心相通。去年活动评选出

的年度汉字为“和合”。

2011 年，中日韩三国政府为深化

合作，在首尔成立常设国际组织——

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处自设立以

来，积极为三国机制化合作提供支持，

在经贸、文化、青年、媒体、灾害管理

等领域主办众多合作项目，成为三国

深化合作的主要平台之一。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在数十千

米高的大气中间层，有时会伴随雷雨出

现绿色光芒，天文学家将其命名为“幽

灵”事件。西班牙天文学家日前表示，通过

多年观测研究，发现了这种绿光的来源。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天体物理学研

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日前在英国

《自然·通讯》杂志上发表论文，报告了

他们自 2019年以来对多起相关事件的

观测分析结果。

据介绍，在大气中间层有时会伴随

雷雨出现一些发光现象，它们转瞬即

逝，难以捉摸，天文学家便以文学化方

式予以命名，将一种发出红光的现象称

作“精灵”事件，将一种更为罕见的、在

“精灵”事件的红光上方出现绿光的现

象称作“幽灵”事件。

此前有观点认为，“幽灵”事件中的

绿光与绿色的极光相似，也是由带电粒子

与氧原子之间作用产生的，但缺乏观测证

据。此次研究通过光谱分析显示，在“幽

灵”事件中氧原子的贡献较小，其绿光主要

来自受激发的铁原子和镍原子。高空中的

这些金属原子可能来自落入大气的星尘。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成果不仅解

释了“幽灵”事件中的绿光来源，还有

助于更新相关大气研究模型。

新华社北京2023
年12月31日电（记者

邹多为）2024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首个口岸

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

设 强 制 性 国 家 标 准

《口岸公共卫生核心

能力建设技术规范》

正式实施。该标准的

实施标志着我国口岸

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

设拥有了国家层面的

执行标准。

这 是 记 者 2023
年 12 月 31 日从海关

总署获悉的。

口岸公共卫生核

心能力是世界卫生组

织对缔约国口岸公共

卫生管理水平的基本

要求。《国际卫生条例

（2005）》中明确，缔约

国应在指定的机场、

港口和陆地口岸，具备监测发现、科学

预警、有效应对公共卫生风险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具体来看，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

力建设内容包括口岸卫生检疫监管，

食品、饮用水卫生安全管理，环境卫生

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等多方

面内容。

海关总署卫生检疫司一级调研员

杨光表示，该核心能力建设对于筑牢国

家生物安全屏障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打造卫生

安全的口岸环境的同时，也能有效提升

进出口贸易的便利化水平。

据了解，我国于 2009 年正式启动

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目前已

有 273 个国家开放口岸达到口岸公共

卫生核心能力建设要求，建立了动态管

理机制。

杨光表示，下一步，海关总署将尽

快配套发布强制性标准的释义和量化

考核指标，推进该标准在全国所有开放

口岸落地实施。同时积极向世界卫生

组织推荐中国标准、推广中国经验，加

强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

公共卫生治理方面的软实力及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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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当选“中日韩精神——2024年度汉字”

研究发现中层大气“幽灵”绿光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