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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的奥秘，正变得不再遥不可
及。船时 8 月 18 日 13 时许（北京时间
11 时许），深蓝色的西太平洋海面上，

“蛟龙号”搭载科学家许学伟、潜航员齐
海滨和张奕完成航次首潜，这是我国自
主设计、自主集成的首台7000米级大深
度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的第300次下潜。

金黄的海星、长着黑色珊瑚的海
绵、藤蔓橙黄的冷水珊瑚……这次下
潜，“蛟龙号”带回了科学家们梦寐以求
的深海“礼物”。

据 2024 西太平洋国际航次首席科
学家、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副主任许
学伟介绍，今天的下潜在西太平洋海域
一座尚未正式命名的海山进行，主要任
务是观察及拍摄海山山坡到山顶的海
底生物分布，采集生物、水体、地质样品
和环境参数数据，并全面测试潜水器的
各项功能。

船时6时许，深海之旅即将开启。
作业区天气晴朗，潜航人员和技术

保障团队各就各位。按照平板电脑上
的标准化作业流程，工程师们对“蛟龙
号”各系统的 100 多个检查项逐项检
查。一系列准备工作就绪后，工程师刘
坤关上了“蛟龙号”的舱盖。

船时7时，“蛟龙号”准时入海。
“蛟龙号”从“深海一号”船后甲板

推出，并被绞车牵引布放至海面，一眨
眼的功夫，便随涌浪漂到远处。

“现在‘蛟龙号’正在注水，100秒后
它就会开始下沉。”顺着潜次总指挥傅
文韬手指的方向，“蛟龙号”于船时7时
18分从水面消失，慢慢沉入海底。

记者紧张又兴奋地注视着眼前的
海面，但对于已转入业务化运行阶段的

“蛟龙号”，一切都是队员们再熟悉不过
的日常。

6个多小时后，“蛟龙号”出海。
深蓝的海面激起白色的浪花，“蛟

龙号”于船时 13 时 5 分返回海面，带回
了 4K 摄像机拍摄的高清视频，以及通
过虹吸取样器、生物网兜、微生物原位
富集装置等“三头六臂”带回的一系列
样品。

还没等“蛟龙号”在后甲板完全停

稳，来自墨西哥的科学家埃里卡便凑上
前。她惊喜地发现，海绵上竟有共生的
黑色和紫色珊瑚！她拿来装有冰块的
样品箱，小心翼翼地将样品转移到船上
的生物实验室。

在另一侧的潜器监控中心，科学家
们早早守候在这里，“蛟龙号”从深海拍
摄的画面被展示在大屏幕上。

2000 米的深海宁静而漆黑，“蛟龙
号”发出的一束光照亮前方的海底，顺
着光照的方向，不时有白色的颗粒匆匆
划过。

“海底微生物无法通过肉眼看到，但
它们与漂浮在海水中的微小颗粒物聚
集，形成颗粒般的‘海洋雪’，它们也是海
山生物的主要食物来源。”许学伟说。

透过“蛟龙号”的“双眼”，绚烂多彩
的深海生物在海山山脊浮现。海葵、冷

水珊瑚、海绵缓缓漂荡，海星、海参、海
百合等时隐时现，共同组成神秘的“深
海花园”。

时间推移，“蛟龙号”来到海山山
顶。中外科学家指着屏幕，一起辨认出
现在山脚和山顶的岩石。“这两块岩石
都有黑色的金属结皮，结皮包裹的应该
是钙质沉积物，我们会带回实验室进一
步分析。”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陈旭光说。

意犹未尽时，“蛟龙号”结束今天的
深海之旅。作为以验证潜水器功能为
主的工程潜次，这一潜次会比后续的科
学潜次时间略短一些。

“这座尚未命名的海山今天迎来首
批‘访客’，有幸成为‘访客’一员，难掩
激动心情。”许学伟说。

自 2009 年 8 月首次在长江江面完
成下潜测试，2012年7月在西太平洋马

里亚纳海沟完成 7000 米级海试，2017
年进行全面技术升级，今年上半年首探
大西洋并创下“九天九潜”新纪录，如今
顺利完成第300次下潜……“蛟龙号”已
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海底留下
足迹，彰显中国深潜的实力，实现“可上
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夙愿。

“经过 15 年的攻坚探索，我们已形
成一套成熟的‘蛟龙号’作业模式和安
全保障制度体系，培养出一批专业的潜
航员与技术保障队伍保驾护航。”“蛟龙
号”潜航员齐海滨说。

在接下来的30余天，“蛟龙号”还将
进行17次下潜作业，搭载中外科学家前
往深海探索，共同推动深海生物多样性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期待“蛟龙号”能
解锁更多未知的深海奥秘。

（新华社“深海一号”8月18日电）

顺利完成300潜

“蛟龙号”彰显中国深潜实力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记者18日从交通运输部获
悉，8月17日至18日，交通运输部所属福建海事局、东海救
助局共同实施2024年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

本次行动由“海巡06”“海巡0802”“东海救115”三艘
公务船艇组成的巡航编队共同执行，历时30.5小时，巡航
总里程413海里，主要任务包括开展台湾海峡相关水域巡
航，对福建沿海航路、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
风险警示区、交通密集区、事故多发区、台湾浅滩等水域开
展巡查，查处各类海上交通违法违章行为，维护通航秩序；
巡查台湾海峡中部海域航路，实施交通组织和管控，点验过
往船舶，现场检验海上应急搜救预案落实情况；巡查巡检台
湾海峡内助航设备，现场核查船舶标识码信息，测试陆海通
信传输能力，维护水上无线电通信秩序。

台湾海峡是中国沿海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船舶种类
多、流量大，气象海况复杂多变，航路多点交叉，险情事故多
发易发，是交通运输部划定的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六区一
线”重点区域之一。尤其是自8月16日中国东南沿海开渔
后，大量渔业船舶进入台湾海峡生产作业，商渔船碰撞事故
风险加大。此次组织的海上巡航执法行动，将增强对台湾
海峡海上交通管控和应急救援能力，切实保障在台湾海峡
航行、生产作业的船舶、设施和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2024年
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

新华社拉萨8月18日电（记者 李华 魏冠宇）第二次
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成果发布会18日在西藏召开。
来自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北京
大学、兰州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专家相聚拉萨，集中发布本次科
考十大任务七年来的重要成果。

科考发现，作为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正在变暖、变湿、
变绿。过去15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呈现整体趋好态势，
其中优良等级草地和森林面积比例分别提高了6%和12%；
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防风固沙服务功能分别提升了1%、
2%和70%，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逐渐提升。同时，青藏高原每
年碳盈余超过6500万吨，也为全国实现碳中和作出了贡献。

青藏高原逐渐变绿的同时，因气候暖湿化导致亚洲水
塔失衡，也带来一些隐忧。科考发现，亚洲水塔预计在本世
纪将进入超暖湿阶段，在本世纪末部分地区冰川物质损失
将超过一半，湖泊水体上涨超过10米，亚洲水塔整体供水
能力增强，需要实施更有效的水资源可持续管理措施。

据介绍，七年来，科考人员已发现超过 3000 个新物
种，重新发现了一批被认为已经灭绝或多年未见的物种。
科考还提出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活动可能出现在19万年
前，为人类活动适应青藏高原提供了新证据。

自2017年第二次青藏科考启动以来，围绕亚洲水塔变
化与影响等课题，持续开展覆盖青藏高原的全域科考，将对
推动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
球生态环境保护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显示：

过去15年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整体趋好

8月17日凌晨，满载着货物的中越
快速通关班列（简称中越班列）从广西
南宁国际铁路港发车，当日下午抵达越
南安员站。

这趟 2017 年开通的跨境集装箱班
列，从始发每月开行不足5列开始规模
逐步扩大，并于今年前 7 个月 3 次刷新
单月发运量：3 月首次突破 500 标箱，4
月1622标箱，7月1922标箱、超过一季
度发运量总和。

“我从事铁路跨境贸易5年，感觉今
年中越经贸往来更加活跃。”广西邦达
天原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物流总监杨波
介绍，公司从南宁国际铁路港发往越南
的集装箱班列同比增长了10倍。

记者了解到，铁塔、钢材等新货源，
叠加热带水果等季节性货源，使得今年
中越班列格外繁忙。“高峰时一天可以
开3列。”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铁路物流中心南宁南营业部副经
理张君说。

中越班列何以跑出“加速度”？南
宁市商务局介绍，这离不开中越经贸合
作持续深化的大背景，更离不开中国南
宁—越南河内跨境物流快速通道建设
工作专班的努力和取得的实效。

2023年4月专班成立以来，全面统
筹推进通道规划建设，出台了中越班列
常态化开行实施方案，采取有力有效举
措，推动班列实现了每周二、四、六常态

化开行。
压缩运输时效。2023 年湘桂铁路

南宁至凭祥段提速改造完成，中越国际
铁路大通道列车运行时速提高到90公
里。今年1月国铁南宁局与越南铁路总
公司合作确定了中越班列全程时刻
表。“原来我们出口聚氯乙烯到越南是
走海运，现在走中越班列能节省 3 至 5
天。”中外运广西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朱
世强说。

提升通关效率。记者在南宁南营
业部看到，在列车开展编组的时间段，
工作人员同时为客户办理报关、查验和
转关等手续，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
一次放行，避免了货主在南宁和中越边

境的凭祥之间两头跑。
优化枢纽功能。深化“两港一区”

（南宁国际铁路港、南宁国际空港、南宁
综合保税区）集成联动，促进空港、铁路
港、保税区政策协调、功能互补、监管协
同，引导更多跨境货物在南宁国际铁路
港集散、集拼。

今年国铁南宁局还组织开行广
州 —南宁—越南“铁路+铁路”接续班
列，为粤港澳大湾区货物出口越南开辟
新的跨境物流通道。如今，中越班列集
货地已覆盖广西内外20多个地市，跨境
货物运输覆盖越南、老挝、泰国等多个
东盟国家。

（新华社南宁8月18日电）

7个月3次刷新纪录

中越班列跑出“加速度”

新华社曼谷8月17日电（记者 陈倩慈 林昊）泰
国政府宪报网站 17 日发布王室谕令，宣布在国王 72
岁生日之际对三类服刑人员予以赦免，定于8月18日
生效。前总理他信的律师温亚随后确认，目前处于假
释状态的他信在赦免人员之列。

“他信是根据谕令所列第3条和第6条第3项获得
赦免的人员之一。”温亚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户上说，
根据相关程序，他信将会收到来自监狱的释放证明。

另据多家泰国媒体报道，司法部看守部长他威确
认了这一消息，他信原定本月末结束的刑期将提前结
束。据他威初步了解，此次赦免涉及约3万人。

他信2001年至2006年担任泰国总理。2006年，
他信政府遭军方政变推翻。2023年8月，他信结束多
年流亡生涯回到泰国，随即被警方逮捕。根据泰国最
高法院裁定，他信被控的 3 项罪名成立并获刑 8 年。
因健康原因，他信于服刑第二日被转至医院接受治
疗。同年9月，泰国国王将他信刑期减至一年。今年2
月，他信获得假释。

泰国前总理他信获赦免

据新华社曼谷8月18日电（记者 陈倩慈 高博）泰国
下议院秘书长阿帕·素甲南18日宣布，泰国国王玛哈·哇集
拉隆功已批准任命佩通坦·钦那瓦为泰国第31任总理。

当天在为泰党总部举行的仪式上，阿帕现场宣读王室
谕令，宣布国王已批准佩通坦的总理任命。

佩通坦在接受任命后表示，她将尽最大努力承担起总
理职责，让泰国成为机遇之国。

现年37岁的佩通坦16日在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投票中获
得过半数议员支持，当选新任泰国总理。作为前总理他信的
女儿，她是泰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也是泰国最年轻的总理。

泰国国王批准
佩通坦·钦那瓦出任总理

▲ 8月18日，“蛟龙号”第300次下潜完成，“蛙人”将“蛟龙号”回收上船
这是“蛟龙号”下潜中采集到的冷水珊瑚样品（本组图片均据新华社）

▲

佩通坦·钦那瓦在曼谷出席新闻发布会（新华社发）

这张拼版照片显示的是乡村
医生们使用中医药为患者治疗。

今天是第七个中国医师节。
让更多群众能在“家门口”看病，
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
要目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有
495 万名基层卫生健康工作者，
其中有 110 万名乡村医生，发挥
着“健康守门人”的重要作用。
这些乡村医生的年龄从“40 后”
跨越到“00 后”。他们在做好基
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健康咨询
及政策宣传工作。

不论山有多高、路有多崎
岖、天气有多糟糕，乡村医生服
务群众的心始终不变。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摄

行走山乡的
“健康守门人”

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