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日新闻2024年 4月 11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 / 袁洁 姜继葆

Tel：010-64098203 3

本报北京 4月 10日电（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朱彩云）促进中小微企业

融资“信用方案”又添新内容。为缓

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为中

小微企业增信，多部门起草的 《统筹

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提升中小微企

业融资便利水平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近日正式印发。在

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

临介绍，《实施方案》 按照“四个加

强”的基本思路，推动为中小微企业

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即加强平台优

化整合、加强信息归集共享、加强数

据开发利用、加强网络安全保障。

对于融资信用服务设“唯一出

口”，李春临解释说，目的是实现政

府数据资源的集中高效利用，让经营

主体和金融机构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取

数据。“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唯一

出口’有 3 个限定词，一是政府部

门，二是集中，三是公共信用信息。”

李春临还提到由地方融资信用服

务平台重复建设导致的信息“烟囱”

问题。他说，这些功能类似的平台，

导致信息重复归集、金融机构多头对

接、企业多头注册，不仅增加了经营

主体和金融机构的负担，也导致平台

信用体验和运行效果欠佳。

为此，《实施方案》 要求对功能

重复或运行低效的地方融资信用服务

平台进行整合，原则上一个省份只保

留一个省级平台，市县设立的平台不

超过一个，各地区应在 2024 年 12 月
底前完成平台整合。

作为金融基础设施，国家金融信用

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也在支持中小

微企业融资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查询

数据库的信用报告目前已经成为金融

机构信贷评审流程的必要环节。”中国

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任咏梅今天

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3月末，数

据库接入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额

贷款公司等各类从事信贷业务的法人机

构 6124家，累计收录 11.6亿自然人、1.3

亿户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相关信息。2023
年全年提供查询服务达53亿次。

“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庞大的，大量

按时还款、履约守信的中小微企业基

于数据库的服务获得了融资支持。”任

咏梅结合《实施方案》说，下一步，中国

人民银行将依法全面采集金融信用信

息，支持金融机构建立健全敢贷、愿

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同时进一步

提升没有信贷记录的中小微企业的融

资便利性，进一步扩大动产融资统一

登记公示系统的登记范围。

今年也是我国普惠金融发展 10
周年。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 3月末，全国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为 31.4万亿元，同比增

速 21.1%，较各项贷款增速高 12个百分

点。今年一季度，全国新发放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利率为 4.42%，较 2023年下

降 0.35 个百分点， 2018 年以来累计下

降 3.51个百分点。

“站在普惠金融发展 10年的新起点

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实施方案》，

对于完善普惠金融领域基础设施、高质

量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

用。”金融监管总局普惠金融司负责人

冯燕表示，金融监管总局将积极与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合作，深化信用信息

共享工作，指导银行机构依法合规用好

信用信息，提升共享应用效能。

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便利 多部门合力提供“信用方案”

新华社东京4月 10日电 日本肾脏学会 9日说，对服用

日本小林制药公司问题保健品后健康受损的部分消费者开展

的调查显示，他们多半出现了范可尼综合征的症状，有四分之

三的患者在停止服用后症状出现改善。

当天，日本肾脏学会在与厚生劳动省联合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公布了这项调查结果。据介绍，截至本月 4日，该学会

以 95名服用小林制药含红曲成分保健品后健康受损的消费

者为对象进行了调查。

学会理事长南学正臣说，这些患者在初诊时有半数以上

是因为倦怠感、尿异常等症状而前去就诊的，这些是范可尼综

合征的典型症状。他表示，范可尼综合征临床表现包括患者尿

液中的钾、磷、尿酸等水平超标，有些患者表现出肾功能下降，

这些情况也在多半患者身上得到确认。

调查还显示，有四分之三的患者仅停止服用问题保健品，

症状就出现改善。南学正臣说，尽快停止服用问题保健品非常

重要，并呼吁民众不要过分恐惧，感到身体异常应尽快就诊。

范可尼综合征是肾小管功能异常引起的一组症状。正常

的肾脏能过滤血液中的废物并将它们变成尿液排出体外，而

范可尼综合征患者的肾小管出现异常，过滤时本应重新被吸

收回体内的蛋白质、矿物质等也随尿液一起排出，导致患者出

现浮肿、倦怠等。症状恶化还可能发展为慢性肾功能衰竭。

发布会上还公布了服用问题保健品后死亡的 5名消费者

相关情况。5人中 3人有前列腺癌、恶性淋巴瘤等既往病史。从

年龄段来看，70多岁 3人，90多岁 1人，另一人年龄不明。

据厚生劳动省公布数据，截至 9日，服用小林制药问题保

健品的消费者中已有 219人住院，1296人前往医疗机构就诊。

调查显示:

小林制药事件健康受损者
多半出现范可尼综合征

“新华视点”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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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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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以万计简牍“排队”
等待保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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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

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认为，作

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原始记录和直接遗

存，简牍比传世文献更具特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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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四年各地出土的简牍数量，

可能超过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总和，

有的地方一次性就出土了上万枚。”方

北松说，原有存量等待修复，增量集中

出现，加剧了“排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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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饱水简’长期泡在地下饱水缺

氧的环境中，出土后如同煮得软烂的

面条，氧化后迅速变黑，字迹常有脱

落，且碎片数量巨大，保护难度极大。”

方北松说，简牍保护修复每一个步骤

都要细心操作，稍有不慎就可能损坏

简牍上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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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清洗脱色、脱水加固、干燥定

型、粘接修复等步骤，还需进行红外扫

描、数据采集、文字隶定等操作，为后

续研究做准备。

与此同时，专业简牍修复人员相

对有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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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专业简牍修复人员少，一些地

方抽调人员协助进行简牍保护修复。

在简牍出土大省湖南，湖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是承担湖南省简牍文物

发掘、保护、整理研究工作的主要科研

机构。目前该院共有 4 名常驻简牍保

护人员，还临时抽调了 2 名保护人员

和 1名专业摄影师协助工作。

多措并举让简牍焕发时代光彩

多位专家表示，简牍保护修复还

应进一步从技术、标准、人才等方面入

手，多点发力，让凝聚祖先智慧、民族

历史的鲜活史料焕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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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采访发现，近几年各地文保单

位已经探索创新一系列措施，成果显著。

2021年起，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

简牍进行数字化保护，通过高精度三维拍

摄建模，将包含简牍材质、形制、文字在内

的所有信息转化成数字化信息。

荆州文保中心探索出采用连二亚硫

酸钠作为脱色主试剂、十六醇作为脱水

填充材料、运用计算机绘图及测量技术

等保护修复方法。“有一些简牍送来时已

严重变形，但经过我们的修复，无一枚毁

坏，迄今都保存良好。”方北松说。

据了解，简牍的保护修复和整理

研究还没有统一标准。专家建议，邀请

权威专家集体论证，制定全国性的标

准和工作规程，明确责任主体，设定修

复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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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与保护不是最终目的，在此

基础上最大程度展示利用才能让文物

真正活起来。”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

建军说，简牍保护是第一步，更需对简

牍进行深度挖掘，从中了解中国历史与

中国精神，释读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

交流互动。

（记者张玉洁、张格、袁慧晶、喻珮）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等了千年被发现，再等多久被看见
——简牍“排队”保护难点聚焦

4月 10日，大通湖区宏硕生态农业农机合作社工作人员在无人驾驶

水稻插秧机作业前调试设备。

当日，湖南省益阳市的大通湖区再生稻无人农场开始插秧。该农场

可实现农机作业任务远程创建与远程控制，利用智慧农业平台实现水稻

生产全程数据采集分析、农事指令智能决策和农机作业智能执行。

大通湖区再生稻无人农场由华南农业大学罗锡文院士团队、华中农

业大学彭少兵教授团队、湖南农业大学唐启源教授团队，联合大通湖区

宏硕生态农业农机合作社于2023年建成，2023年再生稻无人农场两季

亩均产量1199.2公斤。 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摄

无人农场智慧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