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四川
广汉市公布了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成
果，除了大量青铜器、玉器、金器、象牙等，
考古学家还通过微痕分析等科技手段，在
三星堆“祭祀坑”中找到了丝绸。

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于1929年，1986
年发现的 1、2 号“祭祀坑”出土了金杖、面
罩、神树、象牙雕饰等珍贵文物1720件。迄
今三星堆历次考古出土的铜器、玉石器、金
器、陶器和象牙等的数量已超过5万件。

自2020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
校组成联合考古队，启动对祭祀区的深入
发掘研究，在1、2号“祭祀坑”旁边，相继发
现、发掘了距今约 3000 年的 3 号至 8 号六
个“祭祀坑”。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
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三星堆的丝绸经
过数千年的埋藏，已经不复当年的“颜
值”，但考古学家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
分析，在多个“祭祀坑”中发现了丝绸，有
的附着于青铜器等出土文物上，有的“隐
藏”在灰烬中。

深度参与了三星堆丝织品的发掘、保
护及研究工作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
周旸告诉记者，4 号“祭祀坑”堆积着 15 厘
米的灰烬层，通过分析检测，在不同层面
都能检测到强烈的丝素蛋白信号，这是焚
烧丝绸后留下的锦灰，这么厚的锦灰，可
见古蜀国的富庶程度。

据周旸介绍，这种在考古现场寻找丝
绸残留物的技术，其原理就是抗原抗体反
应，基于这种免疫学原理，研究团队已经
研发出一种类似于“验孕棒”的试剂盒，能
在已经泥化、灰化、炭化、矿化的遗物中找
到丝绸。正是基于这种“于无形处寻丝
踪”的微痕检测技术，我们才比较有信心
地来到三星堆找丝绸。

“三星堆被火烧过，被掩埋过，可能还
被水浸过，留给我们的线索不多。但我们
尽最大可能，不仅在三星堆的‘祭祀坑’里
面找，而且在三星堆的库房里面找，研究
对象不仅是出土器物，更是一堆一堆的灰
烬。”周旸说。

经过“彻查”，周旸的团队在三星堆的
青铜蛇、青铜眼形器、40 多件器物上均发
现丝绸，品种有绢、绮、编织物。“除了厚实
的绢，还有飘逸轻薄的绢，可以想象当年
就像纱巾一样飘逸灵动。”周旸说。

“三星堆库房里面还有大量青铜器包
块，这些青铜器包块明显被焚烧过，在这
个包块上面也找到了丝。这是非常明显
的丝绸，看得非常清楚，平纹的致密的丝
绸。我相信当时这块丝绸是非常厚实的，
并且颜色鲜亮。”周旸说。

丝绸的发现，是多学科交叉研究和出
土文物微痕信息提取保护的成果，体现了
中国考古学的巨大进步。考古学家不但
在新发现的 6 个“祭祀坑”里找到了丝绸，
也在 1986 年发现的 1、2 号“祭祀坑”出土
器物上找到了。周旸在2号“祭祀坑”的一
件青铜器的背面一个非常隐秘的角落里
发现了斜编织物。这是最常见的、也是人
类使用最久的编织技艺。

周旸认为，复原当时的社会，丝绸是
不可忽视的物质存在。丝绸的发现一定
能为人们提供更多信息，理解古蜀先民是
如何表达宗教，如何思考宇宙的。

“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
明，不仅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和组成部
分，也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
色的区域文化之一。在中华文明一体化
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因
素。不管是关于丝绸的神话传说、史料
记载，还是考古发现，均表明巴蜀和中原
都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
系。”周旸说。 据新华社

三星堆里的丝绸
于无形处寻丝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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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高考阅卷严把主观题质量关
近日，全国高考阅卷工作正在紧张

有序地进行，各地通过延长试评时间、主
观题双评制、选派学科专家评阅等方式，
保障高考主观题的阅卷质量，降低评卷
误差。

吉林：延长试评时间
14 日，记者走进东北师范大学图书

馆，这里正在进行吉林省高考语文学科试
卷的评卷工作。一进现场，工作人员就收
走了所有人的手机，统一收到物品箱中。

据吉林省高考语文学科评卷组组长
宋祥介绍，今年吉林省语文试卷总数从
去年的 10.7 万份，增加到 12.9 万份。语
文试卷的主观题增加 3 道，分值增加到
120 分。为了保障评卷质量，语文评卷
组延长了试评的时间，6 月 11 日进行试
评，12 日开始正式评卷。评卷组严格统
一评分标准，并对评卷人员的评分质量
进行把控，从个人评分与整体平均分、整
体数据的吻合度、个人回评准确率、个人
评分分布等指标上进行监控，从而保障
评分质量。

广东：实行主观题双评制
为最大限度地防止错评、漏评等主观

性偏差，今年广东高考阅卷对所有主观题
实行双评制，即由两位阅卷人员评分，如
果两个评分差超过一定范围，就会进入三
评，最后三个评分里，选最接近的两个评
分的平均分。

由于实行了双评制，今年广东高考阅
卷人员超过5000人，其中骨干人员均为大
学教师。所有阅卷人员的选用坚持“三个
不上岗”，即不参加培训不上岗、不参加考
核不上岗、考核不合格不上岗。按教育部
要求，今年阅卷人员可以允许有实践经验

的研究生参与部分简单、明确、答案唯一
化、不需要展开的主观题评卷。

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广
东高考评卷工作从 6 月 12 日开始，预计 6
月25日左右公布成绩。

江苏：学科专家评阅主观题
今年，江苏省共有省教育考试院、南

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3个评卷点，遴选高
校及中学评卷教师2380余人，评卷总量达
197万余份。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院长、党委书记袁
靖宇介绍，江苏省教育厅成立了省高考评
卷工作领导组，各高校评卷点成立评卷工
作领导小组，并分别设置纪检监察、安全

保密、疫情防控、技术支持等职能机构。
所有中学评卷教师均从各地推荐的

评卷教师库中产生，评卷组长由该科权威
专家担任。对于评阅分值较大、主观性较
强的试题，由学科评卷专家组通过试评，
选拔出准确把握评分标准，并具有本学科
中、高级以上职称者参加该类试题的评
阅。专家组随时对评阅情况进行动态分
析，对评卷教师的状态实时掌握，对存在
争议的问题答卷组织会商研判。结合多
项评卷数据对评卷质量进行全程追踪、分
析，降低评卷误差。

江苏省高考评卷将于 6 月 22 日前后
结束，预计6月24日晚发布高考成绩。

据新华社

6月14日，在位于吉林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高考网上评卷点，工作人员在评卷。

牵线搭桥 精准帮扶
——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活动扫描

眼下教育部发起的高校毕业生就
业“百日冲刺”系列活动时间将过半，高
校毕业生求职进入关键期。各地各高
校正持续举行系列招聘、访企拓岗、万
企进校、就业指导、精准帮扶等五大专
项行动，精心护航毕业生求职之路。

访企拓岗“一把手”带头
教育部要求，“百日冲刺”期间，高

校书记、校长及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走
进企业，与相关单位建立就业合作渠
道，为毕业生挖掘更多岗位资源。

同济大学 4 月以来，先后与上汽集
团、华为、中兴通讯、中铁上海工程局等
用人单位开展多场访企拓岗校企合作
交流会；与跟学校长期合作的重点单位
建起了校企“简历直推微信群”，面向今
年仍有招聘计划的单位和尚未落实就
业单位的毕业生进行匹配。

“看到班级群和本科就业交流群里
发布的‘简历直推微信群’招聘信息，我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投了简历，没想到第
二天就接到用人单位的电话，约好了面
试时间，5 天后，收到了面试通过的消
息。”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2022届本
科毕业生司旭冉就是“简历直推微信
群”的受益者之一。

广东通过开展以“用人单位大走访，
全员联动促就业”为主题的专项行动，落
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
活动开展以来，已有140所高校书记、校
长通过线上线下方式走访 5710 家用人
单位，促成新增就业岗位7.6万个，实习
岗位 4.3 万个，达成实习实践基地合作
意向 3431 项。辽宁全面开展高校书
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全
省 85 所高校的书记、校长走访 2176 家
企业，促成企业新增就业岗位3.9万个。

在扩大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项目
规模上，上海 2022 年推出“三支一扶”
岗位 370 个左右、“选调生”岗位 400
个。在年度公务员招录工作中，区级
机关要积极吸纳应届优秀高校毕业
生。乡镇（街道）以及政法机关的基层
单位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云端招聘 带岗直播
近期，上海海洋大学校党委书记、

校长，院长、教授轮流走进直播间，开设
招聘专场向企业等用人单位推介 2022
届毕业生，受到关注。

今年，上海海洋大学已举办 18 场
直播推介活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200 名学子亮相直播间，所有企业带岗

“赴约”，当场抛出“橄榄枝”。
教育部启动万企进校园计划，一些

地方在保证疫情防控的同时，创造性地
开展“直播带岗”活动，促进毕业生与用
人单位对接。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辊压产业学
院的王圣蔚同学，通过“云招聘”成功签
约，现已入职沈阳维顶机器人有限公司。
据介绍，学校与相关行业协会、产业园等
联手举办专场“云招聘”活动，直播过程
中，学生们连麦“带岗”主播、企业HR“一
对一”询问岗位情况，近3小时的直播里，
学生共投递就业实习意向书1182份。截
至5月末学院就业率为86%。

“直播实现了学校、毕业生、用人单
位三方现场连线，既促进了学生的就
业，也拉近了学校和企业的关系。”上海
海洋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
孙红刚说。

细心指导 精准帮扶
“百日冲刺”期间，各地高校结合

毕业生就业需求，加强就业指导针对

性，帮扶措施重在“精准”，抓好重点群
体帮扶。

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
院应届毕业生刘旭龙说，因为收到的面
试通知寥寥无几，自己本来已经陷入了
迷茫和失落中，但学校举办的“线上求
职训练营”让自己获益匪浅。

“经过老师讲解和群面模拟后，对
群面流程、角色定位有了更深的认识，
经过‘一对一简历指导’，我的简历也更
加精致，与报考岗位之间更有关联性
了。”他说。

记者了解到，针对低收入家庭、身
体残疾等毕业生重点群体，各地高校按
照“一人一档”“一人一策”重点帮扶。

上海、辽宁等地对于毕业年度内
有就业创业意愿的高校困难学生，符
合条件的可申请享受一次性求职创业
补贴，补贴标准为 1000 元。广东进一
步简化大学毕业生就业手续，取消公
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在就业协议书上
签章、毕业生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
构办理报到这“两个环节”，使毕业生
求职就业更便捷。

邹同学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22
届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的毕业生。
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且尚未落实就业，
学校一方面帮助她申请助学金、求职就
业补贴等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还开展心
理疏导，帮助其树立信心；另一方面，帮
助其修改简历和培训面试技能，提升就
业能力。

在就业选择时，她接受了学校“避
开热门的珠三角地区热门岗位，集中精
力专攻粤东西北地区”的分析建议，顺
利“考上”粤西地区一所小学。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