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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

问：周三沪指低开，盘中震荡走
低，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三集体调整，创业板
指收跌超2%表现最差，盘面上超4400
只个股下跌，贵金属、飞行汽车板块
表现较好，北上资金净卖出约41亿
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30只，跌停
16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失守5日、
10日均线，两市合计成交8300亿元环
比增加；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失
守5小时均线，60分钟MACD指标仍保
持死叉状态；从形态来看，受消息面
偏空影响，市场再次调整，各股指均
跌破上一交易日的低点，创业板指还
跌破3月末低点，而深成指也跌至黄
金分割支撑位附近，由于市场未收出
连阳，后市仍将反复震荡。期指市
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
加，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继续缩
减。综合来看，市场信心恢复缓慢，
后市仍需耐心等待技术形态修复，期
待政策面具体利好措施尽快落地。

资产：周三按计划持股。目前持
有华创云信（600155）120万股，会稽
山（601579）65万股，卓胜微（300782）
7.8万股，太极实业（600667）120万
股。资金余额10005736.87元，总净
值40005076.87元，盈利19902.54%。

周四操作计划：太极实业、卓胜
微、华创云信、会稽山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国台办发言
人朱凤莲10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我们密切关注台湾花莲地震灾情和
后续情况，愿意向花莲县受灾同胞灾后
安置等提供援助，祝愿受灾同胞平安无
恙，早日重建家园。

朱凤莲说，中华民族历来有同舟共
济、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两岸同胞血
浓于水，情比金坚。多年来，在重大自然
灾害面前，两岸同胞感同身受，互帮互
助，共克时艰。

据介绍，4月3日台湾花莲海域发生
7.3级地震后，国务院台办第一时间表达
高度关切，对地震遇难同胞表示哀悼，对
受伤同胞表示慰问。全国台联、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台盟中央分别发出慰问信，
福建、广西等地方台办向灾区表达慰问，
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
学等多所高校为台湾地震受灾家庭学子
开通临时困难补助专项通道，各地通过
多种渠道向台湾有关方面捐款。

4月1日以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
英九率台湾青年到广东、陕西、北京等地
寻根、交流。有记者问，马英九在中山大
学参访时表示，未来两岸青年交流还有
很大发展空间，应给年轻人更多的认识
机会。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表示，两岸关系根基在民间，
动力在人民，希望在青年，两岸青年要勇
担重任、团结友爱、携手打拼。我们一贯

倡导和积极推动两岸青年交流，将一如既
往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创造良好条件，为
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
供更多便利。马英九先生两次率台湾青
年来大陆参访交流，并邀请大陆5所高校
师生赴台交流，为推动两岸青年交流作
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对此充分肯定。

朱凤莲指出，目前两岸青年交流的
主要障碍在于民进党当局阻挠限制。我
们将团结两岸各界共同努力，克服阻碍，
积极开展各项促进两岸青年交流的活
动，让更多两岸年轻人相识相知、同心同
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注入青春
活力。

有记者问，马英九在广东参访孙中
山先生故居时表示，深切期望两岸共同
合作，避免战争，致力和平奋斗，振兴中
华，共创和平繁荣，这也是我们这一辈中
国人最大的愿望。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
维护两岸和平、促进两岸共同发展、造福
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两岸同胞要携手
同心共圆中国梦，共担民族复兴的责任，
共享民族复兴的荣耀。民进党当局顽固
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外部势力不断
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陷入紧张动荡的
根源。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共同维护台海和

平稳定，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伟业。
发布会上，朱凤莲应询介绍今年清

明期间陕西、河南等地两岸同胞共同祭
祖的情况。

国务院台办、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
和陕西省人民政府于4月4日（清明节），
在陕西延安黄陵县黄帝陵隆重举行甲辰
（2024）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马英
九、新党前主席郁慕明等50多位台湾各
界同胞代表出席。

朱凤莲说，轩辕黄帝作为中华民族
的人文始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重
要标识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象
征，更是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纽
带。每年清明时节在黄帝陵举办公祭轩
辕黄帝典礼活动，是全体中华儿女寻根、
溯源、凝心、铸魂的传统盛事。

据介绍，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将于4月11日（农历三月初三）在河南省
郑州市新郑黄帝故里举办。大典由国务
院台办、河南省人民政府、河南省政协、
中国侨联、全国台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
会联合主办。百余名台胞将参加现场祭
拜活动，台湾地区同拜黄帝活动在桃园
黄帝雷藏寺（黄帝大庙）举行。

“两岸各界同胞携手传承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对增强两岸同胞的民族
归属感、尊严感和荣誉感，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大陆寻根
拜祖，慎终追远。”朱凤莲说。

国台办发言人：

两岸关系动力在人民，希望在青年
泄露国家秘密
致嫌疑人逃匿

快递公司经理被拘
4月10日，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

号披露一起涉及“泄露有关反间谍工
作的国家秘密”的案件，某快递公司
经理被拘留。

案件信息显示，国家安全机关为
侦办一起重要案件，约见了某快递公司
部门经理张某。依法出示相关执法证
件后，办案干警要求张某配合提供嫌疑
人庞某有关涉案资料，并告知本次执法
工作情况不得向任何其他人员泄露。
张某表示将配合相关工作，并按要求阅
读并签署了《保密义务承诺书》。

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干警离开后，
张某由于保密意识淡薄，将此事告诉
了同事。尽管张某嘱咐同事“这事儿
别乱说”，但“国家安全机关正在调查
庞某”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庞某那里。

得知被调查，庞某迅速逃匿，对
国家安全机关办案工作造成严重影
响。后经缜密侦查和精准布控，才将
庞某抓捕。

据介绍，泄露有关反间谍工作的
国家秘密，是指违反保密规定，通过
口头、书面、网络等方式，使国家秘密
被不应知悉的人知悉的行为。

《反间谍法》规定，泄露有关反间
谍工作的国家秘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
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处十日以下行
政拘留，可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国家安全机关表示，本案中，快
递公司部门经理张某明知有保密义
务并签署《保密义务承诺书》，却擅自
将国家安全机关对庞某开展调查工
作这一国家秘密泄露给他人，导致办
案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张某的行为
属泄露有关反间谍工作的国家秘密，
鉴于本人有认错悔错表现，处以行政
拘留三日的处罚，并处三万元罚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馨心

见习记者戴云

简牍，取材竹木，是纸张面世之前记
录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据不完全统
计，我国迄今发现超过30万枚简牍。

承载着千年历史与文化的简牍，出
土后有的字迹氧化辨识不清，有的呈现
为糟朽木片或软烂成泥状态，交错堆叠
互相粘连。

记者采访发现，近年来已有十多万
枚简牍通过抢救性修复重获新生，但全
国范围内仍有数以万计“排队”等待保护
修复，这一工作面临多重难题。

数万简牍“排队”等修复

简牍主要流行于战国、秦汉至魏晋
时期，这个时期正值我国历史嬗变的重
要时段。兰州大学文学院古文字学学生
王瑞霖每周都参加学校与甘肃简牍博物
馆联合举办的“读简班”，在他看来，简牍
再现了很多生动有趣的历史细节。“比如
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中记载了边关小吏
餐食、账目甚至挨骂的故事。这让历史
充满了温度。”他说。

目前，我国发现的简牍主要集中在
湖南、湖北、甘肃三省。其中西北地区出
土的基本为“干简”——由于出土地气候
常年干旱，简牍早已自然干燥，后续保护
主要考虑温湿度和空气环境；而南方地
区出土的多为“饱水简”，存在糟朽、残
缺、开裂、变形变色、微生物侵害、盐类病
害等多种问题，保护修复更为复杂。

国内简牍修复领域实力最强的湖北
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近年来累计完成13
万多枚竹木简牍的脱水工作，饱水简牍
修复量占全国90%以上，但仍有37000
多枚简牍在“排队”等待修复。

中心主任方北松介绍，简牍保护包括
清洗脱色、脱水加固、干燥定型、粘接修复
等步骤，中心及其设立在长沙、兰州等地
的7个工作站每年能为7000枚竹简进行

脱水保护，消化现有存量需要将近6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简牍保护实

验室文保人员张晓英说，修复只是简牍
保护中的一个环节，研究院待采取保护
措施的简牍数量约14000枚，实验室每
年只能完成约 2000 枚简牍的保护工
作。由于研究院同时承担考古发掘工
作，除了保护已出土简牍，还要随时“迎
接”新出土简牍，简牍保护修复时间进一
步拉长。

专业人员少修复难度大

记者采访发现，大量简牍等待保护
修复的背后，一方面是近年来简牍大量
集中出土，存量激增；另一方面，简牍自
身特性决定了其保护修复难度大，专业
简牍修复人员缺口也相对较大。

记者梳理发现，近些年，多地出土大
量简牍。2021年，荆州王家嘴墓的楚墓

中发现3200余枚战国简牍；2023年，湖
南郴州渡头古城遗址发现1万余枚吴简；
2023年底公布的荆州秦家咀墓地出土战
国竹简3900余枚。

专家介绍，除了存量大、增量多，简
牍自身特性也给保护修复工作带来诸多
挑战。

记者在荆州文保中心看到，工作人员
熊佳和同事正在对荆州秦家咀墓地出土
简牍进行清理，每人面前一枚浸泡在纯水
中的竹简，用细笔小心轻扫简上的泥土。

“一枚简通常需要清理一整天。”熊佳说。
荆州文保中心简牍项目负责人史少

华近日赴云南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同修复云南河泊所出土的15700多枚
木牍，预计到2027年全部完成。“算上各
地文保工作站和地方派来荆州文保中心
跟班学习的文保人员，只有20名专业简
牍修复人员，人手比较紧张。”他说。

针对当前存在的简牍“排队”等待保
护修复现象，受访专家建议，提高简牍保
护修复的数字化建设和科技创新能力。

“技术的更新迭代对简牍保护修复非常
重要。我们现在使用的保护技术，结合
了物理、生物、化学等多个学科内容，并
在此基础上相应扩展。”史少华说。

不同于青铜器、金银器等文物，简牍
往往内容晦涩难懂，研究群体范围小，被
称为“冷门绝学”。随着国家扶持力度加
大，各地高校持续加大简牍学人才培养。
但目前，高校培养的相关人才仍以简牍研
究为重点，简牍保护修复人才不足。

“文物保护本是小众领域，简牍的保
护修复更是小众。”甘肃简牍博物馆科技
保护部副主任常燕娜建议，进一步加大
相关人才培养，注重学科交叉，统筹简牍
学、文物保护、化学等领域的人才，同时
优化博物馆保护研究条件，在实际工作
中培养人才。 据新华社

等了千年被发现，再等多久被看见？
——简牍“排队”保护难点聚焦

白 杰 品 股

甘肃简牍博物馆展出的文物。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