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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楼梯过道被熏黑
熏黑的楼梯过道、烤焦的衣服、破碎的玻

璃、凌乱的线缆……26日上午，记者走进事发
的聚福缘公寓，现场一片狼藉。尽管事发已经
过去一周，楼内仍然弥漫着呛鼻的烟尘。

该公寓是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局部三层）
的“回”字形建筑。走进公寓西门，大厅里墙
壁、屋顶、管线全部被浓烟熏黑，通往地下冷库
和二层居住区的楼梯过道墙壁都挂满了黑色
烟尘，二楼楼梯口一个房间防盗门上的铭牌已
烤成气泡状。二楼的过道上，到处散落着衣
物、玩具、纸盒和碎玻璃，屋顶上凌乱地挂着线
缆和碎天花板。

在起火的地下一层冷库，建筑材料已烧焦
变形，天花板和承重柱上沾满了炭化的保温材
料。据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西红门特勤中队
政治指导员倪茂钟介绍，事发当晚，地下6个冷
库有 4个过火，大量有毒有害的热烟气从地下
窜至地上。

“我们当时派出了3个灭火攻坚组，强行进
入地下冷库灭火，确保火自始至终没有烧到地
上。”倪茂钟说，当时蔓延到楼上的有毒有害热烟

差不多都在300多摄氏度，最高能到500多摄氏
度，吸入后能灼伤呼吸道。因过火区在地下，燃
烧不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对人体伤害也很大。

据北京市相关部门 23 日通报：经法医检
验，19名死者的死因均系火灾引起的一氧化碳
中毒。

警示：“偶然中有必然”
记者走进聚福缘公寓一层一家制作笔记

本的作坊。100 多平方米的场地分割成仓
库、车间、会客室、员工卧室，到处都是无序堆
积的纸箱、半成品和原材料，过道仅能容纳一
人通过。

“聚福缘公寓是一个大型的‘三合一’场
所，附近还有很多小型的‘三合一’场所。”大兴
区公安消防支队防火监督处处长魏毅宇说，这
里面有使用大功率电器的情况，有私接乱拉电
线的情况，还有一些人员要做饭，发生火灾的
风险极高，而且一旦发生火灾也极容易发生人
员伤亡。

在新建村的许多村民看来，火灾发生的偶
然中有必然。在新建村，除了多家类似聚福缘
公寓的大型公寓外，还有很多村民自建房子对
外出租，这些地方的消防设施大多不过关，充
斥着安全隐患，随时有可能发生火灾。

火灾发生后，北京市部署在全市进行为期
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

动，绝不让悲剧重演。
北京市安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专项行动

重点是排查、清理、整治“三合一”“多合一”等
重大消防隐患，通过排查，情况非常严重，有些
情况触目惊心。

“这一周内，我们逐镇街、逐村院、逐企业
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先后完成了两轮底数摸
排。累计排查上账的安全隐患已多达 25395
处，最多的一个区摸排出近4000处隐患。”

有些企业用大量的易燃材料改建或扩建员
工宿舍，薄薄的墙板一点就着；有的工厂把厂房
改成公寓出租，屋里屋外私拉的电线密得像蜘
蛛网；有些村民占着村里的疏散通道盖房群租，
万一出事，救火车、救护车都进不了村……

“诸如此类的重大隐患，哪怕有一处发生火
灾，都可能造成群死群伤，后果不堪设想。这些
事实都说明，这次专项行动是非常及时的，非常
必要的。”北京市安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排查：“存在个别简单生硬的情况”
火灾发生后，北京市多个工业大院聚集区

域都启动了力度前所未有的排查清理工作。
记者 26日上午在西红门镇看到，火灾发生后，
当地不少公寓和厂房已经被拆除。事发附近
的街道上，小商店、餐馆都已关门停业。

站在聚福缘公寓门前，西红门镇新建一村
村民于占利依然心有余悸。“我家自建的房子

最多的时候也租了30多人，火灾彻底让我警醒
了。我让他们都退租了，实在太危险了。”

“排查清理工作总体是有序的。”北京市安
委会相关负责人说，但其中也有个别简单生硬
的情况。比如有些村的工作过于急躁，给搬迁
群众的生活安置造成了暂时困难。

北京市对此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即时纠正
这些问题。在拆除清理隐患前必须先发通告，
讲清利害，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在
向社会或企业所发的通知公告中，要讲清政
策，做好引导，依法依规清理整治。尤其是要
求企业要负起员工安全的责任。

“对于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城市的安
全治理是一项长期任务。清除现有大量存在
的安全隐患还需要打‘持久战’，不可能毕其功
于一役。需要有周密的工作计划，坚决、有序
推进。最重要的，是要发动群众，唤起全社会
的安全意识，精治、共治、法治，建立起长久的
城市安全保障机制。”这位负责人说。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绝不让悲剧重演”
——北京“11·18”大火现场回访见闻

新华社记者 涂铭 孔祥鑫

2016 年 10 月 28日，一则发在报
纸上的“悬赏令”引起大家的注意：对破
译未释读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
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

虽然在甲骨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手
段的现代化方面有很多突破，但在等
待释读的甲骨文中，任何一个字的破
译都将是一场“攻坚战”。甲骨文百余
年的研究史上，虽然几次出现破译全
部甲骨文字的有轰动效应的种种“新
方法”，但在“轰动”过后，并没有使真
正的文字考释工作有所前进。

有人说，商代的甲骨文简直就是
当时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也有专家
认为，甲骨文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

和档案。但从目前来看，对这部“百科
全书”的阅读与理解还远没有达到深
入与全面。

百年来，为解读中华文化基因，几
代学者著述不辍，他们或收集著录，或
考释文字，或研究甲骨文蕴藏的古代
社会奥秘，探索甲骨文的脚步从未停
滞。然而，后继乏力是甲骨文与甲骨
学研究长期面临的困境与难题。

“都说这是‘悬赏令’，在我看来却
是‘招贤令’。”郭旭东说，近年来，甲骨
文研究一度进入“低迷”，尤其是文字
破译工作。

“甲骨文写法很不固定，一个字有
很多种写法，多时达到十几个异体。

加上甲骨文早期表意文字，有一定的
不规则性，容易释读的早就被先人破
译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郭旭东
说，值得高兴的现在是冷门不冷了，

“招贤令”发出后效果显著，目前，第一
批投稿已经进入到筛选阶段。

“我们这个行业，70岁都还算是
年轻人，但甲骨文的传承和发扬，需要
培养更多的接班人。”郭旭东说，入选
《世界记忆名录》将使甲骨文研究的低
迷形势得到改观，让更多的有志之士
来参与到甲骨文的工作中，也让更多
的人学好汉字、用好汉字、爱上汉字、
传播汉字。

据新华社郑州11月26日电

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甲骨文再次“惊”天下
新华社记者 刘雅鸣史林静

11月18日晚，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
新建二村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9人死
亡，8人受伤。新华社记者26日进入火灾事
故现场，所见之处触目惊心，令人警醒。

火灾发生后，北京市立即部署安全隐患
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北京市安全
生产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专项行动的目
的就是为了人民生命的安全，但清除现有
大量存在的安全隐患还需打“持久战”。

住建部：

我国传统村落
将进入复苏期

新华社贵阳11月26日电（记者 李黔渝）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国传统村落达 4153个，通过五年
的努力，得以实现传统村落文化遗产得到基本保护、生产生活
条件得到基本改善、保护管理机制基本建立、具备基本的安全
防灾能力，传统村落将进入复苏阶段。

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卢英方 25日在贵州雷山县举行
的第三届“中国传统村落·黔东南峰会”上表示，下一阶段保护
发展任务将以复苏传统村落为重心，在加强保护的同时，更要
重新激发其发展活力，推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
中得到继承弘扬。

在推动传统村落保护法制化方面，将进一步明确政府和
村民在保护传统村落整体格局、传统民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继续加大政策等支持力度，研究设立传统
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区，开展传统村落保护示范工作，鼓励有条
件有积极性的地区积极探索、总结经验。

此外，住建部还将建立传统村落保护动态监测管理信息
系统，开展监测检查，发布监测报告，并公布监测结果。对保
护价值受到严重破坏，或失去保护价值的村落给予警告或退
出处理。

自 2012年起，住建部会同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等
六部门启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五年来，大部分传统村落已被
列为保护对象，中央财政对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
至今已对前四批的3155个村落给予每个村庄300万元保护扶
持，用于改善公共基础设施、保护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工作。

卢英方说，今年我国已启动第五批传统村落调查，经过此
次调查评估，我国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将基本纳入，预计总
数将超过5000个。

专家：

两岸关系形势将继续
朝有利统一方向发展
新华社昆明11月26日电（记者 赵博）此间举行的第四届

两岸智库学术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两岸关系总体形势将继
续朝着有利于国家完全统一的方向发展，和平统一始终是大
陆方面推进两岸关系的核心目标。

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所长朱卫东表示，遏“独”、维和、融
合、促统是下阶段推进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词。民进党当局
迫于各方压力，采用“柔性台独”“笑脸台独”，但其错误、僵化
立场丝毫未变。因此，大陆方面将继续高度警惕、防范、遏制

“台独”风险，同时坚定不移走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与健康
发展的光明大道，大力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高举“和
平统一、一国两制”旗帜，最终实现这项统一后最好的基础性
制度安排。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殷存毅分析说，实现祖
国统一既需要反对和遏制任何“台独”分裂行为的硬实力，也
需要感召人心的软实力。大陆已有力扼住“台独”咽喉，具备
了确保台湾不被任何势力以任何形式分裂出去的能力，使以
和平手段实现两岸最终统一的可能性前所未有提升。当前，
需要进一步加强软实力建设和运用，基于制度自信的政治吸
引力、基于分享和互利的经济吸引力和基于民族自豪感的文
化吸引力是三个重要面向。

华东师范大学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教授包承柯认
为，要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实现两岸包容
与和解。为了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有必要加深两岸民众对“一
国两制”的正面认识，实现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赵春山表示，中共十九大报告显
示大陆把统一问题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上看
待，强调“心灵契合”与“融合发展”，不会让两岸关系朝与民族
复兴背道而驰的方向发展。可以预见，大陆对台工作将主要
围绕反“独”促统，并以深化交流合作来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这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正向意义。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周志杰说，台湾唯有将自身
发展与大陆的发展战略轨道结合，审时度势、相向而行，子孙
才有生存发展的未来。当前，大陆在两岸关系上实践“建构未
来”的方略，台湾却仍因自陷于内部分歧或“恐共反中”情绪而
持续“茫然未来”，台湾当局若为苍生着想，应设法“去独化”。

本届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全国台湾研究会、厦门大
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台湾二十一
世纪基金会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主
题为“新形势下两岸关系：挑战与应对”。

一片甲骨惊天下。100多年前的世纪之交，清代
学者王懿荣在一种被称为“龙骨”的中草药上，发现了
细小的刻画。这些神秘的符号经专家考证，被认定就
是上古时期的文字——甲骨文，由此把中国有文字记
载的历史提前了1000年。

100多年后的今天，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
录》，再次“惊”了天下。

甲骨文整理实现精细化
开展海内外甲骨藏品家底清查、编著集大成性文献《甲骨

文合集三编》，构建数字化甲骨文字库……近年来，随着一个
个项目相继开展，10多万片殷墟甲骨已经或正在得到精细化
整理，殷墟甲骨文进入全面整理和研究新时期。

“现在对甲骨文的整理研究是全盘的、精细的、与时俱进
的，把保护放在了第一位，每一个小片都不会漏掉。”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先秦史学学会会长宋镇豪对新华社记
者说。

目前，海内外甲骨藏品家底及保存现状已基本摸清，约有
16万片甲骨文，共有单字4300多个，已释读字有1600多个。

写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殷墟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晚商王
室贵族占卜和记事文字实录，是中国独特的历史记忆文化遗
产。发现100多年来，甲骨实物流散世界各地，研究者难以见
到甲骨实物。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主持编集
了《甲骨文合集》，引航了殷商史研究的深入和甲骨学科的全
面发展，但此书只辑集 41956片甲骨，后来的《甲骨文合集补
编》补收13450片甲骨，漏收未收甲骨文数量仍相当可观。

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甲骨文合集三编》启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历经 7年多努力，辑集
了以上两书漏收未收甲骨文约 3万片，又一部全面反映当今
甲骨学研究前沿水准的大型甲骨著录集即将问世。

当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与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
院、山东博物馆等几家甲骨文大宗收藏单位互相支持，密切协
同，正分别对三大批7万多片甲骨进行彻底整理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还与多个公私藏家合作，对总计
达1万片以上的甲骨文进行了专业性拍摄、墨拓与整理著录，
此外还搜集公布了一批民间新见新获甲骨拓本。

此外，随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大数据、云平台支
持下的甲骨文字考释研究”正式实施，中国还将建立甲骨文全文
数据库。“甲骨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将会有更多
突破。”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郭旭东教授说。

初冬的北方并不是旅游的最佳时
节，但位于河南安阳市小屯村却迎来了
旺季。乍看起来，小屯村与别处农庄毫
无二致。但作为甲骨文最早的发掘地，
小屯村所在的殷墟早在10年前就被列
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得到了科学有
效的保护。明年，就是殷墟考古90年
纪念。

离小屯不远的安阳市区，有一座
专门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字号的博物
馆。在这个名为中国文字博物馆二层
的甲骨学堂，一群孩童有模有样地在
纸板上划写着。一个字从甲骨文、金
文、小篆、隶书再到楷书，稚嫩之笔抒
写着中国文字的演变历程。

在世界著名四大古文字中，中国
的甲骨文与写在水草上的古埃及象形
文字、刻在泥板上的巴比伦楔形文字，
以及雕在石头上的印第安人玛雅文字
一起交相辉映，都曾在世界文明宝库
中大放异彩。

“遗憾的是，后三种文字都已失
传，成为永远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谜，唯
有甲骨文历经 3000 年，一脉传承地

‘活’到了今天，并演变成为今天的汉
字。”郭旭东说。

但甲骨百年，却经常面临“专家兴
趣盎然，百姓兴趣寡然”的尴尬。此次
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对于长
期从事甲骨文研究和推广的人来说，
是一个“天大的喜事”，“社会大众对于
甲骨文知识的认知度将会不断扩大。”
郭旭东说。

“女字尽显婀娜姿，双臂交叉神
情慈。跽坐于袭并非跪，古代习俗
见于斯。”甲骨学堂上，一个甲骨文
中的“女”字形引起了孩子们的兴
趣，大家纷纷到讲台用身体来表现
这个字。

“近年来，甲骨文已经逐步从书斋
走向大众，但要让群众真正了解，还需
要在传播方式上多下功夫。”中国文字

博物馆甲骨学堂的负责人杨军辉说，
甲骨学堂是中国文字博物馆传承汉字
文化的一次公益性探索，结合中国传
统节日和汉字文化背景，开展汉字教
育活动。

“比如，我们会挑选一些象形程度
高的字介绍给孩子，通过解读文字背
后隐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这个字
从古到今历史演变发展过程，让他们
理解和掌握汉字的一些特征。”杨军辉
说，截至目前，甲骨学堂已经举办汉字
教育活动 800 多场，吸引了近 3万个
家庭参与。

下课了，7岁的张嘉辉把写满字
的纸板交给妈妈收着。如今，打开微
信预约周末的甲骨课堂成为嘉辉妈妈
每周的“必修课”。“现在都要‘抢’课，
经常是系统开放不到10分钟，名额就
全部满了。”嘉辉妈妈说。

社会大众对甲骨文的关注，也在
“催促”着甲骨研究者不断向前。

古老的甲骨文年轻的甲骨学

“冷门”不冷代有传承

桂林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明年起停止门诊静脉输液

新华社南宁11月26日电（记者 唐荣桂）广西
桂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近日下发《关于加
强医疗机构静脉输液管理的通知》，规定二级及以
上医疗机构于 2018年 1月 1日起，除儿科门诊和
急诊科外，全面停止门诊静脉输液服务。

桂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不合理使用静脉输液，会带来医药费用上涨、
就医时间延长、医疗风险增加等一系列问题。

《通知》确定了原则上无需静脉输液治疗的常
见病多发病，要求各医疗机构建立静脉输液管理
长效工作机制，普及合理使用静脉输液知识。基层
医疗机构（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
生室）、诊所、门诊部、一级医院（含专科）符合医疗机
构标准等要求的，方能开展门诊静脉输液服务。

北京市教委：

为每所幼儿园
配备一位责任督学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 赵琬微）记
者26日晚从北京市教委获悉，针对社会关注的幼
儿园安全问题，北京市教委正在组织开展安全隐
患大排查工作。同时，要求各区建立动态监管档
案数据库，并为每所幼儿园配备一位责任督学。

北京市教委要求，各区对各级各类幼儿园在
办园条件、安全卫生、保育教育、教职工队伍和内
部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检查，建立动态监管档案
数据库。在检查过程中，对消防、技防监控、食堂
等安全领域进行重点检查，对设备设施不到位、使
用不规范的，即刻整改。

根据相关要求，各区将为区域内每所幼儿园
配备一位责任督学，负责做好对幼儿园监管、促进
幼儿园规范办园等工作。各区还要指导各级各类
幼儿园建立健全家园沟通机制，引导家长和社区
参与园所建设与管理。

此外，北京学前教育研究会26日发布致全市幼
教从业者倡议书，呼吁全市幼教从业者加强自律与
监管，向一切有损儿童身心健康的不当行为宣战。

11 月 26
日，乘务人员使
用“铁道宝”智能
支付 POS 机为
旅客提供微信支
付服务。当日，
中国铁路北京局
集团有限公司天
津 客 运 段 在
T253 次普速列
车上首次推出
“铁道宝”智能支
付服务，旅客可
以使用银联卡、
微信、支付宝等
多种支付方式进
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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