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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 3 月 8 日电（记 者
张子琪）“‘青绣’作品颜色艳丽，风格
独特，让人眼前一亮。”在青海青绣数
字化经济总部一楼展厅陈列着各式各
样的“青绣”作品，大到挂画、民族服
饰，小到团扇、丝巾、挂件等，前来参观
学习的人们赞不绝口。

“‘青绣’涵盖青海各民族民间刺
绣技艺，有土族盘绣、湟中堆绣、贵南
藏绣等17个类别29种绣法……”讲到

“青绣”的特点和历史渊源，青海青绣
数字化经济总部负责人苏晓莉如数家
珍。她介绍，目前总部下属16个驻地
办事处，带动15000多人就业，培育了
众多“青绣”工坊、近60家小微企业。

苏晓莉的家乡在青海省海东市互
助土族自治县，这里的土族盘绣在
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土族女性喜爱多彩的
服饰，花袖衫是土族盘绣技艺的集中
反映，常用红、黄、蓝等七种色彩的布
料制成套袖缝于长衫上。十年前，苏
晓莉发现很多游客对青海民族特色手
工艺品颇有兴趣，想到家乡土族盘绣
花样独特、工艺精湛，这让她发现了商
机。

2012年，苏晓莉用3个月时间走
访互助县100多个村子，寻找当地有
名的“绣娘”。2015年，苏晓莉成立公
司，通过“企业＋基地＋能人＋市场”
模式，在土族盘绣中呈现传统文化元
素和现代元素，做大做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品牌，第一年就帮助当地400多
名妇女实现就业。

2019年青海省启动“青绣”品牌
计划，让老技艺散发新魅力，让非遗文
化在传承中实现新发展。苏晓莉的公
司还吸引了当地藏族、蒙古族、撒拉族
的“绣娘”前来学习。

“创办公司、成立‘青绣’行业协会
的初衷就是希望带动更多妇女走上岗

位，传承民族特色工艺。”苏晓莉说，通
过免费培训、提供原料、签订收购协议
等方式，吸纳女性从业者加入，用自己
的双手绣出“幸福锦”。

刺绣车间里，61岁的席金莲戴着
一副老花镜，左手拿着布料，右手握着
的绣花针在指尖快速翻转。“我从13
岁开始学做盘绣，在这里工作近10年
了。现在公司不仅包吃住，每月还有
3000多元的工资。”她说，春节后公司
订单不断，大家忙着赶工，心里都美滋
滋的。

3月7日，61岁的“绣娘”席金莲正
在制作绣品。新华社记者 张子琪 摄

此外，苏晓莉联合高校、服饰公司
等设计200多款“现代绣品”，将“青
绣”传统元素融入文创与时尚潮流，通
过举办服饰秀、开展线上线下直销活
动等，将产品远销国内外。

“去年，我们与多家公司签订近10
亿件加工类产品，订单金额总计约5
亿元，包含‘青绣’类国潮服装、鞋包、
手套的加工生产等。”提到当前发展，
苏晓莉信心满满。

新华社乌鲁木齐3月8日电（记者 张晓龙）根据
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最新发布的消息，由该台南山
观测站1米大视场光学望远镜发现的一颗近地小行
星已于近日获得国际小行星中心确认，临时编号为
2023 DB2。这是中科院新疆天文台发现的第一颗近
地小行星。

中科院新疆天文台光学天文与技术应用研究室负
责人、研究员艾力·伊沙木丁介绍说：“经全球各地多台
设备后续观测确认，2023 DB2的绝对星等为21.76等，
对应直径约200米，大约有两个足球场大，绕太阳公转
一周需1.06年，这颗小行星与地球轨道的最近距离在
3000万公里之外，是地月距离的约80倍。”

据中科院新疆天文台介绍，发现近地小行星的南山
观测站1米大视场光学望远镜，具有大视场、高指向和
跟踪精度等优势，该望远镜主要用于开展光学时域天文
巡天研究，它所获得的时序观测数据，特别适合通过深
度挖掘发现小行星和瞬变天体等。

据悉，这次发现是中科院新疆天文台使用南山观测
站1米大视场光学望远镜和星明业余天文观测团队深
度合作的结果。从去年12月起，中科院新疆天文台启
动与星明业余天文观测团队合作的小行星搜寻项目，
2023 DB2就是星明业余天文观测团队成员对南山观
测站1米大视场光学望远镜科研观测数据实时深度挖
掘发现的近地小行星。

星明业余天文观测团队负责人高兴说：“专业天文
工作者和业余天文团队的合作，不仅会解开浩瀚星海中
的更多秘密，也拉近了天文学与普通百姓的距离，有深
远的科普意义。”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记者 任沁沁）记者8日从
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1月8日我国实施新冠病毒
感染“乙类乙管”以来，截至3月7日，全国移民管理机构
共检查出入境人员3972.2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248.7 万辆（艘、架、列）次，同比分别上升 112.4％、
59.3％，其中2月25日出入境人数达101.3万人次，为
2020年以来首次单日突破百万。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
签发普通护照336.2万本、往来港澳台证件签注1267.2
万本（件）、外国人签证和停居留证件12.2万件，较实施
前分别上升1220.9％、837.7％、33.1％。

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勇
胜介绍，我国实施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随着
国际客运航班稳步增班、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全面恢
复，出入境流量和出入境证件申办量大幅回升。全国移
民管理机构下一步将结合实际继续完善预案方案、细化
工作措施，通过加强流量监测、开足边检通道和办证窗
口、加强服务引导、优化流程手续等，做足做实应对出入
境流量和出入境证件申办量持续增长准备工作，积极保
障促进中外人员交流交往，确保出入境秩序平稳有序、
口岸边境安全稳定。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记者 冯家顺 刘奕湛）最高
人民检察院、全国妇联8日联合印发加强司法救助协作
典型案例，该批案例是从去年最高检与全国妇联开展的

“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中，选出
的各级检察机关和妇联组织协作开展救助帮扶的优秀
案件。

该批典型案例共8件，分别是：北京吴某红国家司
法救助案、江苏曾某燕国家司法救助案、江西古某香等
5人国家司法救助案、山东赵某蕾国家司法救助案、湖
南罗某艳国家司法救助案、四川赵某红等4人国家司法
救助案、贵州黄某定等3人国家司法救助案、陕西胡某
芬等3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据介绍，在该批典型案例的办理中，一些经验做法
值得借鉴。如积极摸排收集司法救助线索，确保应救助
尽救助；强化与妇联组织的互联互动，积极搭建协同救
助帮扶工作平台；建立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
有效凝聚各方力量和优势；突出“真正解决问题”导向，
优化救助帮扶质效。

据了解，去年开展的“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
司法救助”活动，共救助帮扶因案导致生活困难的妇女
3.2万人，发放司法救助金3.8亿元。

最高检第十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最高检与全国妇联
已经部署2023年继续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
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活动将突出救助重点，进一步
加强救助线索梳理移送，健全救助协作长效工作机制，
确保救助效果，推动解决困难妇女及其家庭的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把好事办好办实。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记者 黄 )
气象监测显示，过去10天，我国大部
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其中
内蒙古中东部、吉林、黑龙江及山东北
部等地偏高6℃以上。造成偏暖的原
因有哪些？对农业生产有何影响？记
者采访了中央气象台相关专家。

“从全球的环流形势看，目前的冷
涡中心主要位于欧洲地区，亚洲中东
部主要受暖脊控制。在暖脊控制下，
冷空气相对较弱，同时气流下沉增温
叠加天气状况较好，都有利于气温上
升。”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翀
说，冷空气活动弱也是造成近期华
北、黄淮等地大气扩散条件较差的原
因之一。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全国
天气形势较为稳定，气温继续回升。
华北、黄淮等地升温势头最为突出，10
日白天，石家庄、济南、郑州等城市日
最高气温有望逼近30℃。

方翀表示，近期全国大部偏暖的
格局对农业生产总体利大于弊。“近10
天全国冬麦区、油菜产区以及华南春
播区大部地区气温偏高2℃至6℃，初
春季节有这样充足的热量条件，对北
方冬小麦返青、南方油菜的生长以及
华南早稻播种育秧都是明显有利的。”
他说，气温偏暖还有利于蔬菜和经济
林果生长速度加快、设施农业和畜牧
业节约能源使用成本等。

不利方面，方翀表示，温度偏高可
能导致北方冬小麦部分种植密度大的
田块出现旺长态势。“但考虑到10日至
12日强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影响我国大
部地区，有利于抑制这种旺长态势。”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新一股强
冷空气影响，8日夜间至9日，新疆北
部将出现6至8级大风，气温将下降
6℃至8℃，局地降温10℃以上；新疆
西北部和沿天山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
夹雪，局地有暴雪。

10日至12日，这股强冷空气将继
续东移，西北地区东部及中东部大部地
区先后有4至6级、阵风7至9级偏北
风，西北地区、华北部分地区将有沙尘；
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有
小到中雪（雨），四川盆地、黄淮、江汉、
江淮、江南、华南北部及贵州、云南东部
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6℃至10℃，
局地温度降幅可达12℃至16℃。

“冷空气过后，我国中东部大部地
区气温将由偏暖转为接近常年。”方翀
说。

由于前期多地气温偏高，此次冷空
气影响期间最高气温降幅将较为剧烈，
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和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寒保暖措
施。9日至11日，新疆南部和东部、甘
肃西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陕西北
部、华北北部等地将先后有扬沙或浮尘
天气，公众需做好相应健康防护。

“乙类乙管”实施2个月
出入境流量大幅回升

我国新发现一颗近地小行星

最高检全国妇联发布8件
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

近期大部地区气温偏高
专家分析对农业生产利大于弊

高原“绣娘”走上“致富岗”
勤劳双手绣出“幸福锦”

3 月 7 日，在青海青绣数字化经济总部，前来参观“青绣”展品的人驻足拍
照。 新华社记者 张子琪 摄

3月7日，苏晓莉（右）为参观人员介绍“青绣”技艺。 新华社记者 张子琪 摄

3月7日，在青海青绣数字化经济
总部，参观人员欣赏“青绣”作品。

新华社记者 张子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