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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两办作出重要部署

繁花树下画春笺
春日气温回升，各地繁花绽放，人们寻芳正当时。
① 3月31日，幼儿园师生在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鸿昌街道九街社区城市菜园里观赏油菜花。

新华社发
② 3月30日，游人在西安青龙寺内观赏樱花。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摄
③ 3月31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雉城街道台基山公园樱花绽放，幼儿园的孩子们用画笔描

绘春天美景，感受春日气息。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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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住房城乡建设部3月31日发布国家标准《住宅

项目规范》，要求住宅项目建设应以安全、舒适、绿
色、智慧为目标，遵循“经济合理、安全耐久，以人
为本、健康舒适，因地制宜、绿色低碳，科技赋能、
智慧便利”的原则。

新版住宅国家标准出台，将给百姓未来的居住条
件和环境带来哪些改善？

规范提升了住宅空间标准，提高了居住的舒适
性。规范明确新建住宅建筑的层高提升为“不低于3
米”。

“规范将层高提升了20厘米，这一调整考虑了我
国居民身高增长的趋势，能有效改善空间感受。”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高级建筑师曾宇表示。

提升20厘米，既改善空间高度，也给室内天然
采光和自然通风带来提升，增加生活便利度的同时，
增强了功能灵活性，为多样化装修、技术发展、生活
需求变化提供更充足的条件。

在居住环境方面，规范要求每套住宅都有满足日
照标准的房间。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安静环境的要
求越来越高。住宅项目规范，在住宅隔声和噪声指标
方面，提高了住宅建筑卧室、起居室与相邻房间之间
墙、楼板的隔声性能要求，提高了建筑外窗的隔声性
能，并规定了建筑设备，如电梯、水泵等传播至卧室
起居室内的建筑设备结构噪声限值。

“规范对住宅声环境指标要求进行了提升，能大
幅减少噪声干扰问题。”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声学研
究室主任闫国军说，规范将楼板隔声性能指标由“不
大于75分贝”提升为“不大于65分贝”，有利于切
实提升居住品质，减少邻里干扰。

抵御严寒和酷暑是建筑的基本功能，室内热环
境质量是保证人体健康舒适，提升居住满意度的关
键性能指标。规范从冬季保暖、夏季隔热，以及建
筑通风三方面对住宅建筑提出基本性能要求，规定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住宅建筑应设供暖设施，夏热冬
冷地区的住宅建筑应设供暖、空调设施或预留安装
位置。

此外，规范要求4层及以上住宅设置电梯。对于
电梯配置标准的提升，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设计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朱显泽说，这能方便老年人和行动
不便者的出行需求，方便普通居民日常出行和搬运重
物，也有利于医疗救护。目前，我国二三层集合住宅
很少，新规基本涵盖绝大多数住宅建筑，可避免未来
再面临加装电梯的难题。

应对老龄化社会需求，规范系统强化适老化设
计，要求卫生间便器和洗浴器旁应设扶手或预留安装
条件；要求每个住宅单元至少应有1个无障碍公共出
入口；提高了户门、卧室门、厨房门和卫生间门的通
行净宽要求，方便搀扶老年人进出，或乘坐轮椅进
出。

在住宅安全性上，规范对燃气、电气等多项标准
进行了提升，提出住宅建筑防雷措施，规定住宅建筑
的通信设施应采用光缆到户方式建设，要求在住宅建
筑的公共空间和电梯轿厢内能随时接听和拨打手机。

“新规范以整体思维提升住宅品质，以住宅项目
整体为对象规定其规模、布局、功能、性能和关键技
术措施等，有力支撑城镇住宅项目高质量发展。”住
房城乡建设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说，我国住宅建设进入
品质提升新阶段，要不断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
的“好房子”，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改善居住条件的新期待。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揭秘“碎片”里的陶瓷传奇
新时代中国调研行之文化中华

■新华社记者 袁慧晶 郭杰文

【博物馆故事】

它是一座神奇的博物馆：运营不到
4年便声名鹊起，预约火爆，排长队参
观是常态。

年轻人是其主力“推荐官”。他们
首先惊叹于建筑的设计之美——线条简
约、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巨型建筑集群。
红砖砌成的窑洞造型背映蓝天联排矗
立，仿佛时空隧道，带人穿越千年，遥
想这片土地曾上演的窑火盛况。随手一
拍，都是高级感十足的几何大片。“当
心！等待网红机位拍摄半小时起步”之
类的探访攻略，在社交平台上广为流
传。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位于江西景德
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2021年
5月面向公众试运营。2024年遗址公园
接待游客超过500万人次，御窑博物馆
是主要打卡点。博物馆80%以上游客来
自其他省份，还有不少来自国外。

除了外观，这个博物馆尤为特别的
是，藏品都为陶瓷残缺品或者修复件。
这些“不完美”的文物，深刻记录着景
德镇“千年瓷都”窑火不息的传奇，保
存了许多被历史尘埃遮蔽的文明细节。

御窑博物馆馆长翁彦俊是一名“斜
杠专家”——经济学和金融学双硕士、
北大考古学博士，更是陶瓷文化的研究

者、策展人。日前，他接受了新华社记
者的采访。

【对话馆长】

记者：御窑博物馆在短短几年就吸
引了大量年轻观众，有什么独门“秘
笈”？

翁彦俊：营造“最打卡场域空
间”、开发馆藏文物“岁岁鸭”系列文
创、创立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是御
窑博物馆的三大流量密码。这一切引发
了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喜
爱。

未来，我希望御窑博物馆能与御窑
大遗址、周边里弄社区有机融合，打造
城市活态考古遗址类博物馆。

记者：御窑博物馆的建筑广受好
评，主要特点是什么？

翁彦俊：博物馆的设计创意源于传
统柴窑的外观，建材使用了90万块老窑
砖，整体建筑与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浑
然一体，成为景德镇著名网红打卡地。
2017年在法国戛纳举行的未来建筑颁奖
典礼上，荣获“最佳文化建筑”奖。同
时，博物馆建筑本身的艺术张力与展陈
内容有机结合，营造了随处可打卡、出
片的参观氛围。

此外，馆内外智能化灯光照明系
统，可自动适应昼夜光照变化，便于开
展夜游项目；展陈内容通过艺术家的创

作，充分植入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和周边陶阳里历史街区的元素，打造了
无边界博物馆。

记者：请用一个词形容御窑博物馆
的特质？

翁彦俊：“碎”是御窑文物的关键
词。

近800件（套）展品，多出土于数
百年前的“皇家瓷厂”明清御窑厂。传
世的瓷器是文明，埋藏在地下的碎瓷片
也是。我们的博物馆就是要把这些曾经
沉睡在地下的文明展示出来。

御窑博物馆馆藏资源丰富，有不少
传世品中鲜见的孤品，如明成化年间的
素三彩鸭形香薰、明宣德年间的青花行
龙纹蟋蟀罐等。

我们解答了一些谜题，也带来了新
的谜题。碎瓷片蕴含丰富信息，而且相
比传世品更利于开展科学技术检测，对
了解古代制瓷工艺、原料和配方有关键
性作用。比如，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拍卖
出天价的明成化年间的斗彩鸡缸杯的半
成品，直观地了解它们被督陶官下令打
碎的原因是什么。

网红文物是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
薰。它当年没成功“进宫”，埋了几百
年，现在被我们拼接、还原出来，成为
镇馆之宝、吉祥物。年轻人看到这件文
物，非常喜爱。除了造型萌之外，还有
一种代入感：就好比人一样，你可能很
有才华，不过现在还没成功，在等待一

个机会，能够获得第二次开局。我们取
了一个谐音叫“岁岁鸭”，与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源流运动”、鲁迅美院
工艺美术学院合作，打造系列文创产
品，实现了扩圈传播。

记者：古陶瓷修复技术能不能做到
天衣无缝？

翁彦俊：我们依托的景德镇御窑博
物院专业修复团队，扩编于2019年。
外表的天衣无缝，从技术层面是可实现
的，但这不是文保修复的追求。

我们的目的是在保护文物和过程可
逆的前提下，让文物兼具美感和真实
性。让观众既能够看到在完整器物上往
往看不到的工艺特征，又看到历史的痕
迹。

记者：目前你们还有什么保护文物
的“绝活儿”？

翁彦俊：我们当下比较“厉害”的
技术，是正在建设的全球首个古陶瓷基
因库。这个项目于2022年启动，与故
宫博物院、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
硅酸盐研究所等院所机构共建。以先进
仪器和数字技术为笔，绘制出中国首份
古陶瓷样本基因图谱。目前已收录3000
套、1.2万件标本的近百万条基因数据。

这些按年代和品类建立的景德镇古
陶瓷基因标本，将化身为探索历史的钥
匙，为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陶瓷文明研究
提供极具生命力的源泉。

新华社南昌3月31日电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记者
任沁沁）清明节临近，公安部31日
发出2025年清明节小长假交通安全
提示，长短途流量交织叠加，气温
高低交错风险突出，驾车出行需高
度重视道路交通安全。

公安部结合近年来清明节假期
交通事故特点研判，2025年清明节
假期道路交通流量交织叠加，4月上
旬气温转暖，祭扫流、踏青流、务
工务农流交织叠加，高速公路、进
出城主要通道、近郊主次干道的道
路交通环境将更加复杂，交通安全
风险大。墓区周边道路事故多发易
发，城郊、山区道路条件差，部分
群众为避开高峰选择晨曦时段出
行，存在车辆落水、翻坠风险。高
速公路交通事故风险上升，当前物
流货运繁忙，部分高速出口出现缓
行的概率高，追尾、剐蹭事故风险
加大。农村集体务工务农出行突
出，小客车、面包车违法超员和轻
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

肇事风险突出。局地雨天出行安全
风险加大，易引发车辆追尾相撞、
侧滑侧翻事故。

公安部提示，假期自驾出行，要
提前关注当地天气、路况信息，合理
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
行；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
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
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
勿酒驾醉驾。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
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
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
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
人撤离、即报警”；切勿在出口处急
刹、急停、突然变道、冒险倒车。驾
车前往陵园墓区，遇急弯陡坡、长下
坡、临水临崖道路，要时刻保持安全
车距，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规
范停车，避免造成人为拥堵。假期乘
车出行，不要乘坐站外拉客拼团“黑
车”、超员客车及非载客车辆，乘车
时系好安全带，发现违法行为主动举
报。

公安部提示2025年清明节
小长假交通安全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记
者 王 鹏）记者31日从教育部获
悉，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央网信
办近日共同印发《关于加强数字中
文建设 推进语言文字信息化发展的
意见》，提升语言文字服务数字教
育、数字科技、数字文化、数字经
济、数字社会建设的实际能力，推
进语言文字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在教育部当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上，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
刘培俊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持续加强，开通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语言服务栏目，建
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平台等，语
言文字智慧化学习广泛开展。

“经过多年努力，语言文字信息

化以应用为导向、以服务为主线，
有效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刘
培俊说。

记者了解到，为提升语言文字
信息化服务水平，意见提出实施数
字中文服务教育发展行动、数字中
文助力科技创新行动、数字中文赋
能文化传承行动、数字中文推动产
业升级行动、数字中文促进社会进
步行动等，提升信息化场景下教师
语言文字教学能力，加大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数字化赋能
力度，推动语言资源、语言翻
译、智能机器人、中文内容服务
等软硬件产品研发应用，支持研
发面向语言障碍人群、老年群体
的科技设备。

三部门印发意见

推进语言文字信息化发展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魏弘毅
社会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基础制

度。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

日印发的《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
见》31日对外公布。作为推动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的重要顶层设计文件，意见坚
持系统思维、实事求是、综合施策，进
一步夯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发展基
础。

厦门国信信用大数据创新研究院院
长曾光辉表示，近年来，我国社会信
用体系取得了重要进展：构建了统一
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编制公共信用
信息目录，归集各类信用数据807亿
条；建设全国统一的融资信用服务平
台网络，助力信用主体融资超37万亿
元；推广信用承诺制度，开展公共信
用评价，初步构建了以信用为基础的
新型监管机制。

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正迎
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
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
基础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
定》 明确，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
制度。

“意见的发布，旨在贯彻落实党和

国家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系列要
求和部署。”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
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王伟表示，
意见明确，构建覆盖各类主体、制度规
则统一、共建共享共用的社会信用体
系，为新时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指明了
方向。

——突出四个“全”，准确把握社
会信用制度作为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内
涵外延。

曾光辉表示，聚焦更好发挥信用制
度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意见总
体突出四个“全”：全主体参与、全流
程覆盖、全领域推动、全方位共建，即
参与信用建设的主体要更加广泛，信用
应用与各业务环节要更加紧密，信用建
设的领域要更加聚焦新业态新问题，信
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手段要更
加全面。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构
建一个各类主体广泛参与的治理格
局。”王伟说，意见对政务信用、经营
主体信用、社会组织信用、自然人信
用、司法执法体系信用等方面的信用建
设进行了安排和部署，将政务信用建设
放在首位，彰显了“政府诚信是第一诚
信”的价值理念。

在曾光辉看来，意见的一系列重要

部署，体现了以系统观念推动各类信
用手段实现统一闭环。信用体系建设
要更加注重信用数据“采、存、评、
用、退”全流程管理，确保数据完
整、真实、有效，保护主体合法权
益；更加注重信用监管在行政管理、
公共服务等各项业务“事前、事中、
事后”的全流程应用，确保业务各环
节合法合规、高效有序查询信用信
息、应用信用报告。

“在全方位共建方面，意见强调守
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全方位细化行政性、市场性、行业
性、社会性的信用奖惩措施。”曾光辉
说。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

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
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要注重发挥市
场和社会的力量，形成政府、市场、社
会的良性互动，推动社会共治。

支持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依法
采集金融领域信用信息，提供更加便捷
优质的基础征信服务；鼓励信用服务机
构依法依规采集商业合同履约信息，支
持有序推广赊销、分期付款、融资租赁
等信用销售模式；强化商业汇票信息披
露，完善票据市场信用约束机制……意

见坚持市场驱动，提升信用市场化水
平。

“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得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呈现出高度的数字化、智
慧化、平台化等特征。”王伟表示，
意见顺应数字时代的要求，专门在第
三部分强调夯实社会信用体系数据基
础，注重强化社会信用建设的基础设
施，将社会信用信息的记录、归集共
享、公示、公共信用信息开放流通、
信用信息安全等全流程纳入信用管理
范畴，推动社会理性，增进社会信
任。

信用的底层是规则和契约。我国信
用体系建设不是孤立的。意见首次对我
国信用服务机构和企业“走出去”作出
系统性谋划，为市场有序开展跨境信用
合作提供政策依据，支持国内信用服务
机构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金砖国
家开展独立、公正的第三方信用服务合
作，推动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国际化发
展。

“总的看，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
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站在崭新的
历史起点上，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社会信
用体系迈向更高更好的发展新境界。”
王伟说。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