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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回信勉励武警上海市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十中队全体官兵

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近日给武警上海市总
队执勤第四支队十中队全体官兵
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你们
发扬“南京路上好八连”光荣传
统，坚持学党史、铸忠诚，连续20
多年在党的一大会址义务讲解党
的历史、传播党的理论，收到了良
好效果。我为你们取得的成绩感
到高兴。

习近平强调，希望同志们巩
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自觉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当好新时代

“霓虹灯下的哨兵”，永远做党和
人民的忠诚卫士。

武警上海市总队执勤第四
支队十中队 1952 年由抗美援朝
归国骨干抽组而成，1982 年接
替“南京路上好八连”勤务。自
1998 年起，中队官兵利用周末
和节假日，到毗邻驻地的党的
一大会址义务讲解党史，累计

讲解 7.6 万余场次、听众 450 余
万人次。中队全面建设过硬，
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 3 次、二等
功 11 次、三等功 19 次，荣获国家
级 和 省 部 级 表 彰 奖 励 17 项 ，
2021 年被确定为“学党史铸忠
诚的模范中队”全国典型。近
日，中队官兵给习主席写信，汇
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等情况，
表 达 坚 决 贯 彻 习 主 席 指 示 要
求、忠诚履行使命的坚定信念
和决心。

记者昨日从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获悉，近日，人社部和
国家医保局“总对总”通道正式
开通，支持电子社保卡和医保电
子凭证在就医购药领域并行使
用。截至2021年末，16个省份的
138个地市已实现电子社保卡就
医购药。

“我国正在以社保卡为载体，
为百姓全面加载社保服务、交通
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多方
面功能。从目前看，这张小卡片
已经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大作

用。”人社部信息中心副主任宋京
燕表示。截至2021年末，全国社
保卡持卡人数已达13.52亿，普及
率为95.7%。

据宋京燕介绍，社保卡一是
能办事。人社领域 95 项业务都
已加载到社保卡，群众持卡或者
扫码即可快捷办理。包括年轻人
办理参保、登记享受就业服务，中
年人参加职业培训、办理社保关
系转移，老年人进行社保待遇资
格认证、查询社保权益等等。二
是能发钱。社保卡也是一张“待

遇卡”，可以领取就业补贴、养老
金、失业金、工伤津贴、农民工工
资等。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已
在 31 个省份的部分地市通过社
保卡发放。四川等地还探索通过
社保卡发放国家助学金。三是更
智能。24个省份的部分地市实现
了凭社保卡借阅图书、进博物馆
和公园景区。山东等地开展社保
卡加载残疾人服务，群众还可以
使用电子社保卡登录国家政务服
务平台等。

(据新华社)

社保卡全面加载多方面功能

持电子社保卡也可就医

3月2日，在深圳平湖南国家物流枢纽，首趟“中央援港 同心抗疫”铁路援港班列整装待发。当日上午11
时08分，首趟“中央援港 同心抗疫”铁路援港班列，满载防疫物资，从深圳平湖南国家物流枢纽开出，驶向香
港罗湖编组站，这标志着中央铁路援港班列正式开通发车。班列单程用时约35分钟，主要运送防疫物资和生
鲜产品，前期将以每天1列的发运频率稳定运行，每列装载18个集装箱，后续将根据实际需求可加密班次和
货柜数量。 新华社记者 梁 旭 摄

中央铁路援港班列正式开通中央铁路援港班列正式开通

我国水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

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物数量巨大的

木质沉船

“长江口二号”昨起打捞
新华社上海3月2日电（记者 孙丽萍）我国水

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物
数量巨大的木质沉船——“长江口二号”古船，2日
正式开始打捞。“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
护工作同时启动。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一艘清同治年间的贸易
商船。目前，它正沉睡于上海崇明横沙岛东北部
横沙浅滩水下，古船船体埋藏于海床下5.5米。考
古调查显示，这艘清代古船船长约38.5米、中部最
宽约7.8米，已探明有31个舱室，其中载有景德镇
窑瓷器等精美文物。

上海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口岸之一，近代
伊始更是迅速崛起为远近闻名的国际都会和
世界大港。集全国水下考古精兵强将之力，历
经 10 余年漫长时间水下探寻、考古发掘与妥
善守护，“长江口二号”古船预计今年年底“破
浪而出”。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
表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
理条例》即将施行，“长江口二号”是迄今为止国内
外规模最大的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也是世
界首个古船考古发掘、整体迁移、文物保护与博物
馆建设同步实施的考古和文物保护项目，它标志
着我国水下考古取得重大突破，为世界水下考古
贡献中国技术、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这是时隔十几年后，我国再次展开大型水下
考古行动打捞木质古沉船并展开相关文物保护工
作。此前，宋代古船“南海一号”于2007年整体打
捞出水，轰动世界。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近代上海作为东亚乃
至世界贸易和航运中心和‘一带一路’重要节点
的实物见证。‘长江口二号’水下考古大发现，为
我们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
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上海市文物局局长
方世忠说。

据悉，上海将采用前所未有的创新方案——
“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打捞技术”来打捞这艘木
质古帆船。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这一
目前全球最为领先的高科技水下考古方案，真正
实现了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为努力建
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贡献范
例。据悉，打捞“长江口二号”古船的水下考古行
动有望在2022年完成。古船一旦打捞出水，就会
被迅速提升到一艘特制的打捞工程船上，嵌入其
敞开的船舱内部。

随后，这艘工程船将“怀抱”“长江口二号”古
船驶往位于上海杨浦滨江的上海船厂旧址 1 号
船坞。未来，同样修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老船
坞将华丽变身为沉船考古基地和古船博物馆，
考古人员将在这里逐步揭开这艘古船的诸多身
世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