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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水客户：

因咸安区桥头路新改造管道与原管
道碰通，我公司计划于5月19日23:30
关闭咸宝路阀门进行停水施工，预计恢
复供水时间为5月20日上午6:30，在此

时间段，西河伞厂、西河牙医、西河医务
室、向阳巷、环城小学、环卫局、一建、梅
家咀、咸宁市高级中学、咸宁市高级中学
还建点、西街、木材公司、河畔丽景、永安
办事处及周边用户将出现无水或水压低
的情况，具体时间以施工进度为准（遇雨
天及不利因素，施工将顺延）。

敬请停水或低水压区域内各企业、
事业单位做好生产、工作计划调整，居民

用户做好蓄水准备，并注意关闭好用水
设施，若提前通水不再另行通知。因停
水给您生活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望广大用户给予谅解。如需咨询相关供
水事宜，请拨打供水服务热线96510或
8182111，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8日

停水通知

■地球之巅的科学召唤
6500万年前开始的喜马拉雅造山

运动，塑造了今日耸立天地间、犹如巨
型“金字塔”的珠穆朗玛峰。地球之巅
巍峨壮丽，珠峰魅力何在？

登山家说，因为山在那里。
“每一次登顶，都是向它致敬。”珠峰

科考登顶工作小组副组长扎西平措，出
生在珠峰脚下，今年是他第16次登顶珠
峰，也创造了中国人登顶珠峰次数新纪
录。他说：“珠峰养育了我、接纳了我。”

科学家说，因为有太多未知。
青藏高原的变化对世界其他地区而

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珠峰是第二
次青藏科考的重要内容，它的生态系统
变化，相当于一个微缩的地球景观。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高原综
合科学考察研究队队长姚檀栋表示，“哪里
有未知之谜，科学家就向哪里进发。”

21年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
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朱彤第一
次到珠峰。如今年近六旬，他还在不知
疲倦地寻找答案：“臭氧浓度是否依旧
的高？冰川风是否持续地刮？低氧加
高浓度臭氧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
员、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邬光剑
说：“这里的冰川如何变化、如何影响全
球气候变暖，以及冰芯记录研究中遗留
的一些问题，都需要回答。”

“这是一种使命，更是一种情怀。”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副院长康世昌，先后11次到珠峰开展
科学考察研究，珠峰也见证了他从青年
到中年的科研之路。“以前靠肉眼观测，
现在借助先进设备，提升科学考察的精
度，科学认知也更深刻。”

6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珠峰地区

开展了6次大型综合科考。中国科学
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所长、“巅峰使命”
珠峰科考前方总指挥安宝晟说，此次科
考将破解更多珠峰之谜，助力青藏高原
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科学之巅的中国力量
珠峰脚下，扎西宗乡午后的风很

大。这里老人们的口中，世世代代流传
着这样一个故事：“珠峰上住着一只金
鸟，登上峰顶的人，如果摸到金鸟下的
金蛋，就永远不会被风吹走。”

今年“巅峰使命”珠峰科考中，德庆
欧珠作为登顶工作小组组长，第五次登
顶珠峰。德庆欧珠说：“峰顶虽然没有
金蛋，但是从这里获得的科学数据，比
金蛋还珍贵。”

一月有余，珠峰科考临近尾声。上
百位科考队员冲顶“科学之巅”，摘得一
枚又一枚“金蛋”。

5月4日，德庆欧珠带领的登顶小
组科考队员，在珠峰海拔8830米处架
设世界海拔最高自动气象站，建成珠峰
梯度气象观测体系；在峰顶首次利用高
精度雷达测量冰雪厚度，并采集了峰顶
冰雪样品。

紧随其后，一个个好消息接踵而
至。

5月9日，冰川与污染物考察分队
完成在海拔6350米的科考任务。他们
利用专业无人机和3D激光扫描仪，对
珠峰东、中、西绒布冰川进行高分辨率
扫描，累计扫描面积达22平方公里，对
冰川全面“体检”史无前例。

5月15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极目
一号”Ⅲ型浮空艇，在世界第一高峰脚
下的中科院珠峰站附近，执行高空观测
任务，升空高度达到海拔9032米，创造

大气科学观测世界纪录。
新纪录、新突破，振奋人心。
“60多年前，中国人第一次登顶珠

峰时，连登山鞋、冲锋衣都生产不出来，
只能从国外进口。”中科院珠峰站站长
马伟强说。

马伟强认为，此次科考集结的人才
之广、使用的设备之先进、创造的新纪
录之多，彰显了党和国家对科研事业的
重视，也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综合国力
的提升，为全世界科技事业的进步做出
了贡献。

青藏高原正在成为科学考察研究
的“新高地”。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在冰
川变化、气候变化、生态领域等的科学
研究，已处于国际第一方阵。中国科学
院院士朴世龙说，通过此次科考，我国
科学家在珠峰研究领域已步入引领世
界的“新境界”，必将登顶科学之巅。

■精神之巅的中国丰碑
“没有哪一座山峰比人更高！”珠峰

地区高寒缺氧、生活艰苦，我国老中青
三代科研人员发扬艰苦奋斗、团结奋
进、勇攀高峰的精神，为守护好“世界上
最后一方净土”贡献汗水、智慧和心血。

西藏号称“雪域”。姚檀栋从事青
藏高原科学研究，也跟冰雪打了几十年
交道，是中国冰芯研究开拓者之一。朴
世龙说：“姚老师在高原工作就像在平

原一样，似乎从不缺氧。我想是对这份
事业的热爱，让他始终精力充沛。”

此次珠峰科考，还有不少女队员。
适逢母亲节，她们感触良多。

2005年，兰州大学泛第三极环境
中心教授刘永勤第一次来珠峰时，她女
儿正值小升初的关键时刻，不能陪伴的
歉疚之情至今难以平复。

“今年母亲节又在珠峰，满心是对
年迈母亲的歉疚。”刘永勤说，不能陪妈
妈，还让她担心，“我只能面对珠峰，祝
福亲爱的妈妈身体健康”。

康世昌的青藏高原野外考察足迹
始于 1993 年，在近 30年的科学考察
中，爬冰卧雪是常态。他说：“记得有一
年完成珠峰科考工作，拆掉帐篷离开冰
川，睡垫下的冰面上，出现了一个清晰
的‘人形’冰印。”

这次珠峰科考，康世昌再上海拔
6350米营地，以身垂范把“论文写在珠
峰上”。

29岁的科考队员汪少勇，在本次科
研中承担着冰川测厚的任务，携带沉重
设备徒步到达东绒布冰川海拔6500米
区域，获取了大量数据。他说：“老师们
时常教导大家，科研不是坐办公室，只有
走到一线，突破极限，才能收获新知识。”

无惧风雪，中国人攀登不止。探究
未知，中国力量再铸丰碑。

（据新华社）

无惧风雪鉴未知 长空万里探山河

中国珠峰科考踏足“新境界”
珠穆朗玛，海拔8848.86米。地球之巅，雄踞高原上，屹立蓝天下，高耸人心中。
1960年5月25日，中国人首次登顶珠峰。60多年来，中国人对珠峰的攀登和探

索从未止步。
“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利在千秋、泽被天下。”珠穆朗玛所在的青藏高原，号称

“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被誉为“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了解巍巍珠
峰，感知青藏高原，无疑对世界气候和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5年前，为揭示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
学考察研究启动。壬寅春夏之交，“巅峰使命”珠峰科考启动，锚定青藏高原的“地
标”。中国人再一次向地球之巅发起“冲顶”。

在近年来规模最大、任务最难、挑战最多的珠峰科考“大会战”“攻坚战”中，顶尖
科学家带领的团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纪录，掀开“神女峰”一层又一层面纱。

新华社电 近期，有境外媒体发布
关于“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
事故原因的相关报道。记者5月18日

从中国民航局获悉，经中国民航局与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参与事故调
查人员证实，对方明确表示，未向任何

媒体发布有关调查信息，他们严格按
照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3的框架要
求，与中国民航局开展合作，并将根据
需要继续为查明事故原因提供专业技
术支持。

目前，“3·21”东航MU5735航空
器飞行事故调查部门正依据调查程序，
深入开展残骸识别、分类及检查、飞行
数据分析、实验验证等相关工作。根据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相关要求，调查部门
邀请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作为航
空器设计制造国的调查方参与调查。

中国民航局表示，将继续与参与调
查的各方保持密切沟通，科学严谨有序
地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并按照国际民用
航空公约和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要求，及
时、准确发布事故调查情况进展和相关
信息。

民航局回应东航事故报道：

美方人员未发布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