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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2000多年！在明长城首次发现突门
天大研究团队甄别130多处暗门实物遗存 找到《墨子》书中记载的军事防御设施实物

治堵护安打骗 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安全感
汇报人：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张岩
12月28日8时至9时，天津新闻广播（FM97.2AM909）、津云客户端、津云抖音

号、天津广播微信视频号、人民网、中国网、央广网等网络媒体，同步视频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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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
打击养老诈骗 守好百姓“钱袋子”

◆老人受骗
今年6月，家住宝坻区的张大爷收到一

个快递包裹，打开一看，是1张有奖竞猜答题
卡，上面写着答对题就能获得丰厚奖品。张
大爷试着用手机答了题，真的收到一台崭新
的破壁机。同时，张大爷接到某健康科技公
司的电话，称正开展回馈活动，推销保健养生
胶囊。张大爷平时就患有心肌缺血、颈肩腰
腿痛等疾病，正苦寻良方，听说胶囊有奇效，
当即就花了2000元购买，但吃了一段时间根
本没有效果，张大爷发现受骗，赶紧报了警。

◆相关举措
经过调查，公安民警远赴外省打掉这

个以售卖虚假保健品实施养老诈骗的犯
罪团伙，并将19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现
场扣押作案电脑40余台、手机50余部，冻
结涉案资金25万元。

◆创新举措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以来，市公

安局坚持宣传教育、依法打击、整治规范“三
箭齐发”，在严厉打击整治的同时，在全社会
掀起强大的宣传声势，教育引导老年群众和
负有照料职责的人员增强法治意识和识骗
防骗能力。其间，共破获各类养老诈骗案件
223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85名，追赃挽损
20.21亿元。 本报记者 赵煜

第一件事：
治理交通堵点 让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出行堵点
西青区外环西路与秀川路交口是重

要的交通节点，由于原有道路条件有限、
周边居住区较多、日交通流量较大等问
题，导致该区域交通拥堵问题多发，周边
居民和过往群众反映强烈。

◆相关举措
我们积极协调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等

部门，邀请规划院、高校等交通领域专家
现场会诊论证，先后7次修改完善交通组织
优化方案，最终综合采取去绿增路、提前
掉头、增加车道、缩小路口、减少交叉、右
进右出等6方面措施，使秀川路由北向南方
向车辆高峰时段压车缓行问题得到有效
改善，排队长度明显缩短，平均通行效率
提升30％以上。

◆综合成效
今年以来，全市公安交管部门结合我

市交通情况和点位特点，综合分析重点区
域周边交通吸引源和流量变化，充分考虑
道路现状和附属设施条件，精心优化交通
组织、科学优化信号配时，优化治理了包
括中环南楼、大沽蚌埠、南京马场、外环淮
河、外环友谊在内的300余处交通堵点乱
点，科学调整交通组织措施1100余项，道路
交通整体运行效率得到明显提升。

第二件事：
建设智慧平安社区 让居民家安心暖

◆生活难点
前不久，家住东丽区王大爷的老伴儿

在2天前走丢了，音讯全无，家人甚是着急，
跑到属地派出所报警。

◆相关举措
东丽区属地派出所接警后，民警发现

老人走到红桥区和苑派出所管界。得知
走失老人的体貌特征及追踪到的轨迹后，
和苑派出所民警立即通过智慧平安社区
平台进行识别、寻找，仅用2个小时就找到
走失老人。自2018年以来，我们每年都把
智慧平安社区建设纳入“天津市20项民心
工程”，设立24小时不打烊电子警察，为基
层治理提供精准有力的信息支撑，有效预
防打击违法犯罪，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综合成效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的智慧平安社区达7164个，城镇地区实
现100%覆盖，全市社区可控性案件发案
率下降42%，有5000余个小区实现零发
案。我们会按照智慧平安社区系统应
用的地方标准，陆续对老旧社区技防类
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并纳入全市智慧平
安社区系统中，让社区居民的家更安、
心更暖。

本报讯（记者 张立平 刘连松）“我们
在明长城全线调研中甄别了130多处暗门
实物遗存，首次构建了暗门的‘家族图
谱’，其中有一种特殊类型——突门还是
首次发现。《墨子》书中记载的军事防御设
施，被我们找到了实物。”天津大学建筑学
院张玉坤教授团队日前透露，发现突门的
长城段位于海河流域，系明长城的重要组
成部分。

长城是世界上规模和体量最大的线性
文化遗产，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张玉坤团队从2003年启动对长城的研究，
2004年起开始将无人机低空信息采集技术
应用其中，2018年年底启动“长城全线实景
三维图像”采集工程，3年多来跨越10省区，
对明长城全线进行无盲区数字化测绘，目

前已覆盖90%的人工墙体段，并已扩展到
汉、北朝、唐、宋、清等多朝代遗存。
“当时团队成员李严在国外访学，无

意中看到一幅清朝乾隆年间绘制的地图，
上面的长城清晰可见，而且还标有暗门等
军事设施，她马上把这个信息发给了我。
我们当时正在做长城实景三维数据采集，
在拍摄过程中，果然找到了多个暗门，其
中一个还是突门。”团队成员、天津大学建
筑学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哲说。
截至目前，他们结合古代舆图已确认共计
不少于220处暗门，并汇总130多处实体，
发现了明代官方史料中“夫祖制，边墙下
多留暗门”的明确记载，从而以实物和文
献双证据明确了关、口之下存在暗门这第
三层级通关设施。

据了解，首次发现的突门作为一种古代
防御设施，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就有类似设施的记载，《墨子·备突》篇中对
突门做了专门的著述，此后，唐、宋、明，甚至
清代学者都有记述，但现代相关研究论文却
寥寥无几，而且一直没有发现对应的实物。
突门是所有暗门中最为秘密的出口，外面用
一层砖砌上，从外面看和城墙一样，让敌人
无法分辨。突门没有被击破的时候，完全是
隐蔽状态，打仗时一旦需要出兵制敌，里面
的士兵可以迅速击碎表层墙，就跟鸡蛋破壳
一样，士兵破墙而出，侧面夹击敌人，甚至可
以把火炮从突门推出来击退敌人。电影《墨
攻》表现的就是墨家守城术。
“突门虽然是长城上一个小小的设施，

但它体现了跨越 2000 多年古人智慧的传

承。”李哲说，“《墨子》成书在春秋晚期或战国
早期，也就是说，突门最晚在春秋晚期就出现
了，现在找到了明朝时期的实物，这种文化传
承非常鲜活。”

对于暗门、突门的发现，李哲显得很兴
奋：“其实，不仅突门有这样丰富的内容，暗门
家族中的其他成员都藏着古人的智慧，例如，
有欺骗敌人的真假暗门，一个真、一个假，两
个相距约30米，如果敌人进错了，那就是瓮
中捉鳖，还有的暗门伪装成箭窗，有的则尺度
很小，还很曲折。”

据悉，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张玉坤团队（“建
筑文化遗产传承信息技术”文化和旅游部重点
实验室）目前已针对长城防御体系的堡寨城
池、烽传线路、驿传线路、贸易设施、缘边墙体等
各子系统，取得了非常有价值的一手成果。

到“龙井坊”穿越时空
寻找不同年代的独家记忆

■ 本报记者 黄萱

上世纪60年代的供销社、70年代的
副食店、80年代的大排档、90年代的小市
集……一条“时空隧道”让购物者穿越到
不同年代，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这里不是展览馆，而是一间菜市场，它有
个好听的名字，叫“龙井坊”，位于南开区
龙井里。

青砖黛瓦白墙，龙井坊的门面和传统
菜市场不大一样。走进龙井坊，处处可以
感受到怀旧风格。

龙井坊除了按照瓜果蔬菜、生鲜副食
等分区外，还有个独特的地方，那就是按
照年代分区。上世纪60年代供销社里是
扦裤边、做衣服、配钥匙的服务项目；70年
代副食店里最惹眼的是挂着的杨柳青年
画；80年代大排档定位成小吃街，植入各
种特色小吃；90年代小市集，咖啡、奶茶、
清吧，深受“90后”喜爱。走廊部分被命名
为“时光隧道”，以往副食店的装潢、老旧
的影视画报等，让人在购物之余，体会着
穿越时空的感觉。

今年41岁、家住南开区卧龙社区的李女
士带着孩子正在逛龙井坊，本以为10分钟就
能买完菜回家的娘儿俩，竟在里面逛了半个
多小时。李女士说：“小时候，放学后妈妈总
带着我去菜店、副食店买菜买肉，然后回家
做饭。现在，我带着孩子重温儿时的经历，
感受时代的变迁。”儿子懵懵懂懂地看着这
里的一切，时不时问一句“这是谁”“这是什
么”，李女士耐心地告诉他：“这是妈妈那个
年代最流行的女歌手，叫邓丽君。这是妈妈
小时候最爱看的电影《大话西游》。”

龙井坊负责人窦洪林介绍，龙井里菜
市场提升改造，总投资达400余万元。菜
市场的摊贩大部分为老租户，原来在市场
里只是卖菜赚钱，现在不少人成了义务讲
解员，遇上年轻人买菜逛市场，就给他们
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故事。“龙井里菜
市场周围人口密集，老年人居多。我们想
在菜市场内的空位上设置老年人食堂，目
前正在筹备中。”窦洪林说。

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人员做好天津水环境“守护者”

严格“把脉”每年获取人工监测数据2万余个

护佑大运河 三地打造生态走廊

日前，天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
于京津冀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的决定》。同时，北京市与河北省人
大常委会也通过了相应决定，三地均自
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12月的天津格外寒冷，连续几天的大风
天气，给户外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市生
态环境监测中心水环境监测研究室的监测
人员像往常一样，带着仪器、试剂和采样瓶
赶往大运河（天津段）开展水质调查监测。
“小董，系好安全绳，取水样时注意安

全。大家留神脚下，冰面冻得不实。”研究室
工程师李泽利一边招呼大家工作，一边提醒
注意安全。大运河（天津段）流经武清、北
辰、河北、红桥、南开、西青、静海等7个区，与
大运河北京段、河北段贯通。“每个月我们会
对河段内的水温、pH值、溶解氧、高锰酸盐
指数等至少13项指标进行监测。此外，每年
还要对沉积物、水生生物和生境进行调查监
测。”李泽利告诉记者，大运河京津冀段是连
接沿线地区重要的生态廊道，此项协同立
法，为河道水环境保护提供了法治保障。

为于桥把脉 让津城大水缸无恙

无论严冬盛夏，津城的河道、水库总会
出现水环境监测人员的身影。在结冰的河
道取样不易，在盛夏的水库取样同样辛苦。

于桥水库是天津的饮用水水源地，李泽
利介绍：“7月是天津最热的月份，也是水质
环境变化最大的时段，整个于桥水库热气腾
腾，湿气极大。我们一般会选择早上6点出
发，9点准时入库，在船上连续作业三四个小
时。”为了取得更多水样，监测人员穿戴上遮
阳帽、救生衣，搬起采样箱、采样器登船，冲
入水库水域深处，开启一天的样品采集和生
态调查监测。自2015年工作以来，李泽利和

同事7年如一日，奋战在于桥水库水污染防
治一线。他们基本每月要到水库做两次现场
监测，发现水库周边污染源数据存在短板后，
特意制定了库周沟渠暴雨径流、大气干湿沉
降、沉积物调查监测等方案，摸清了污染物来
源及贡献比例。为了采集更丰富的水样、补
全数据，李泽利和同事有时会特意选择在雨
季，抬着径流采集装置冒雨入库取水。
“翠屏俯瞰，烟波浩渺，水天一色”，这样

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是每一个环保人的愿
望。李泽利告诉记者：“今年1至11月，我市
地表水优良水体占比达55.6%，Ⅳ类及以上
水体比例提升至97.2%，8条国控入海河流在
稳定消除劣Ⅴ类的基础上，水质均达到地表
水Ⅳ类及以上。”

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专家提示

“阳过”仍需接种新冠疫苗

监测人员在于桥水库调查监测大型水生生物生长和分布情况。

本报讯（记者 徐杨）近期，一些市民“阳过”后会想，既然
已经自然感染过新冠病毒，是不是就不用接种疫苗了？昨日，
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专家表示，单纯感染产生的免疫保护
力不如感染加上接种疫苗产生的混合免疫力保护作用强，所
以，建议市民感染后仍要接种疫苗。

据专家介绍，已有多项研究显示，与完成全程或者加强免
疫新冠疫苗的人相比，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住院风险或重症和
死亡的风险更大，这种风险可通过接种疫苗来降低。

目前来看，单纯的感染产生的免疫保护力不如感染加上
接种疫苗产生的混合免疫力保护作用强。因此，建议没有接
种疫苗的市民还是要接种疫苗；没有完成加强免疫接种的，要
尽快完成加强免疫接种。
“阳康”之后应该间隔多久再接种新冠疫苗呢？专家表

示，如果近期感染了新冠病毒，短期内不建议接种新冠疫苗。
按照目前新冠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的规定，如果感染了新冠病
毒，感染时间和接种新冠疫苗的时间要间隔6个月以上。现
有的免疫策略后续会随着对疾病和疫苗的认识，还有对疾病
控制的需要，不断去完善和调整。

目前，市民在我市可以选择的加强疫苗种类包括新冠病
毒灭活疫苗、重组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分注射类和吸入式两
种）、重组蛋白新冠病毒疫苗。受种者可根据自身基础免疫使
用疫苗进行选择，推荐使用不同厂家疫苗序贯加强免疫，可以
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从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获
悉，渤海亿吨级油田项目垦利6-1油田5-1、5-2、6-1区块开
发项目（以下简称“垦利6-1油田主体区开发项目”）投产。总
体设计107口开发井，可实现高峰日产原油约5500吨。

垦利6-1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石油探明地质储量超
过1亿吨，是我国渤海莱北低凸起浅层勘探发现的首个亿吨
级岩性大型油田，也是我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
2022年最大的在建原油增产项目。该油田的开发落实“双
碳”战略，与渤中—垦利油田群岸电应用工程同期设计、同期
建造、同期投产，是我国海洋石油工业首个在设计之初就引入
岸电的油田。

垦利6-1油田主体区开发项目的6座无人平台均采用智
能化设计，通过综合自动化监控预警系统对无人平台所有设
备进行远程监控，还能对采集的生产数据进行同步智能化分
析、状态动态评估，对异常运行参数做到及时预警干预，确保
无人平台安全可靠运行。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12
月26日14时30分，随着考生小李在自命题信封的密封签骑
缝处签上自己的姓名，天津市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初试落下帷幕。考试平稳顺利结束的背后，有一个个温暖
的瞬间。

为了让因新冠疫情滞留的考生就近就地参加考试，教育
部启动了两轮跨省借考工作。我市有8700余名考生通过借
考受益。借考对市考试院和各报考点而言，意味着每一名考
生试卷的安全和精准。在今冬最强寒潮到来的那天凌晨，在
公安部门的押运下，市考试院运送自命题试卷的车辆奔赴中
转交接地，送出借出考生的试卷，迎回借入考生的试卷。各报
考点连夜重新整理试卷，确保无一错漏。

市考试院通过官网官微，陆续发布7期温馨提示和致考
生的一封信；各考区精心策划考研提示，点对点进行个性化考
前提示；高校为在校备考的学生推出温馨助考系列举措。各
区、各高校举全区、全校之力，保证监考员双倍配备。各考点
对不同类型的考场分别实施考务工作，实现区域化考试、模块
化管理，为考生提供零距离服务。设置电瓶车、指引牌，方便
校外考生顺利到达考场；中午为考生提供考研套餐、热水，安
排温暖舒适的临时休息空间；工作人员背行动不便的考生进
入考场……各高校考区发挥自身优势，充分调动校内资源，为
考生提供暖心服务。

本报讯（记者 姜凝）由市教育两委主办的2021—2022
学年天津市高校“大学生年度人物”暨天津市王克昌奖学金
特等奖近日揭晓，经过激烈角逐，南开大学毕嵩山、天津大
学李双阳、天津师范大学司雯、天津医科大学邢苑薇、天津
科技大学李丹丹、天津财经大学刘浩杰、天津中医药大学李
珠、天津外国语大学刘旋、天津职业大学范思麒、天津现代
职业技术学院黄万里等 10名学子脱颖而出，获得 2021—
2022学年天津市高校“大学生年度人物”称号，并获得天津
市王克昌奖学金特等奖。

渤海亿吨级油田垦利6-1主体区开发项目投产

高峰日产原油约5500吨

2023年天津研考落幕
我市8700余名考生通过借考受益

我市10人上榜“大学生年度人物”

提升改造后的龙井里菜市场——“龙

井坊”近日重新开放，进入试营业阶段。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魏巍 摄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工作日8:30—12:00，13:00—17:3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 截至2022年12月26日，我市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共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4721件，其中：滨
海新区2693件，和平区431件，河东区852
件，河西区842件，南开区966件，河北区
665件，红桥区350件，东丽区755件，西青
区895件，津南区949件，北辰区1057件，
武清区881件，宝坻区959件，宁河区643
件，静海区989件，蓟州区739件，海河教育
园区36件，市水务局7件，市城市管理委6
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国资委1件，市生
态环境局3件。群众信访举报具体问题调
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日报》
《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网、
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记者 万红）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日前，
在首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水管理创新企业研讨会上，天
津经开区携手区内20家企业共同签署了《泰达工业园区企
业可持续水管理创新启动倡议》，标志着泰达水管理创新项
目正式启动。
“水管理创新行动”由WWF（世界自然基金会）提出，其

核心理念是改变过去水环境治理中，政府与企业的纯监管关
系，以及社会组织游离在外的局面，真正实现在一个流域内所
有利益相关方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共同治理水环境的愿景。
天津经开区水资源管理创新项目，将致力于识别政府、园区企
业和基础设施运营方等各方主体在水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引
导企业不断改善用水排水状况，降低运营环节的相关水影响，
大幅度降低用水量。同时，通过自下而上的协同行动，构建多
方参与式的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创新协同体系。

天津经开区启动可持续水管理创新项目

引导企业改善用水排水状况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刘连松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支监测队

伍——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水

环境监测研究室的监测人员，他们的

足迹遍布津城的大小河道和水库，用

“火眼金睛”紧盯水环境状态，通过水

质样品采集和水生态调查监测，为津

城水环境严格“把脉”。这些监测人

员每年至少要行走1200余个河道和

水库点位，获取各类人工监测数据2

万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