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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世界的“郧县人”3号头骨，是怎样发
掘出土的？这背后经历了多少挑战？

12月18日，由湖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北
广播电视台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湖北省文
化和旅游厅出品，历时近两年拍摄制作的三集
大型人文纪录片《“郧县人”3号出土记》在汉
举行看片会，与会专家对该片给予高度评价。

据了解，该片将于12月23日起在中央电
视台10套科教频道首播，12月27日起在湖北
卫视播出。

完整记录发掘全过程
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

东方人类故乡，历史源远流长。
1989年和1990年，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

址先后出土两具百万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化
石。2022年5月18日，该遗址再次迎来重大
发现，距今约一百万年的“郧县人”3号头骨面
世。它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
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保留了该阶段人类重要
的解剖学特征，是探讨直立人演化及其在中国
乃至东亚地区起源与发展的重要证据。

专家认为，“郧县人”3号为实证中华大地
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提供了关键节点的重要
依据与信息。

“郧县人”3号的发掘提取，无疑是世界瞩
目的重大考古事件。

《“郧县人”3号出土记》完整地记录了这次
世界级的考古发掘全过程，为人类起源研究留下
了划时代的影像资料。全片共三集，分别为《启
封》《领队》和《远方》。片中，用伴随式的镜头，
从考古发掘工作与“考古人”两条脉络出发，全景
式记录了“郧县人”3号头骨的发掘提取工作。

片子采用悬念引领的叙事方式，将本次考
古运用的科技手段、克服的技术难题、面临的
挑战等悬念层层拨开，客观真实地记录下考古
发掘的全貌。

以提取过程为例，半掩在土层中的“郧县
人”3号头骨是否完整？头骨的后脑勺与动物
化石紧密粘连，是锯断还是一同取出？如何在
不损伤“郧县人”3号头骨的情况下将其顺利
取出？一个个悬念的叠加，增强了纪录片的故
事化叙事效果。

镜头对准考古人群体
幕后故事感人至深

《“郧县人”3号出土记》将重心放在考古
发掘的同时，也将镜头对准了一群可爱可敬的
考古人群体。通过对考古队生活情境的细节
描摹，讲述他们的感人故事，体现他们为中国
考古事业砥砺奋斗、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

“郧县人”考古属于旧石器时代考古范畴，
但在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界的人才却只有百
余人。“郧县人”3号头骨考古队的队员，就来
自于这样一个“骨灰级”的冷门专业。

考古队领队陆成秋，是湖北省唯一一名研
究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考古工作者，由于这个冷
门学科太小众，十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机会从事自
己的专业。片中，他顶住压力坚持精细化操作，
奔波协调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矛盾；在工地，他用
舌头舔泥以确认土层年代；中秋节，他跑到村民
家赊来一头猪，置办全猪宴犒劳全体队员……真
实感人的一幕幕，彰显了一名考古人的情怀。

考古队员贾真秀的家乡，就在世界著名的
旧石器考古遗址泥河湾盆地，从小在考古工地
玩耍的她，后来把考古作为职业志向。此次参

与发掘“郧县人”3号，她克服了孩子年幼等诸
多困难，完成了自己考古生涯的又一次升华。

刚刚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的小杜，在考古
队里拜即将退休的高级工程师老罗为师。他
俩在别人眼中不像师徒，更像是父女，在老罗
的帮助下，她完成了一个职场新人的蜕变……

“只有热爱，才能不畏困难，这就是考古人
的执着和价值追求。我们要把镜头对准他们，
捕捉他们闪光的灵魂。”该片导演组如是说。

拍摄历时500多天
呕心沥血铸精品

完成《“郧县人”3号出土记》摄制的，是曾
经拍摄过《金银潭实拍80天》等优秀纪录片的
湖北卫视纪录片团队。

此次全程记录“郧县人”3号出土，该团队
用心血和汗水再次为观众献上了一部纪实力
作。

总导演黄伟麟介绍，自2022年5月“郧县
人”3号头骨发现，摄制组便第一时间进驻学
堂梁子遗址。“近两年时间里，摄制组与考古队
同吃同住，朝夕相处，被当地村民戏称为考古
的另一支工作队。”

团队克服山区交通不便、疫情影响等不利
因素，历时500多天，共拍摄了100多个T的
独家考古作业现场和发掘珍贵影像，仅整理的
拍摄场记就多达几百万字。

副导演赵公明和摄像李自茂都是来自武
汉的95后，近两年时间里，他们和村民同吃同
住，成为了亲人。

“做到对得起作品，也对得起自己的岗位，
这种认真的精神支撑着摄制组的每个人。”执
行导演谭海燕表示。

影像记录世界级考古发掘全过程
纪录片《“郧县人”3号出土记》将在央视首播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农新瑜 通讯员 李芳

山歌亮山花美 苗妹亲尽知音
——访原生态青年歌唱家吴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走近荆楚优秀传统文化守望者

守望者名片

吴娟，原生态青年歌唱家，曾

以“土苗兄妹”组合荣膺第十三届

央视青歌赛原生态唱法金奖，并获

得“观众最喜爱歌手奖”，还摘得文

化部原声民歌大赛银奖、“群星奖”

等多个国家及省部级艺术奖项，一

直致力于民歌传承推广工作。

吴娟（左）和其他少数民族
演员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采访吴娟，很愉悦。很多时候，她说着说着
就唱了起来，歌声嘹亮甜美，如同春天山谷里的
风，带着人的思绪去到太阳下，有溪水，有山花，

“因为我本来就来自那里呀！”12月15日，湖北
日报全媒记者专访吴娟，她一路边走边唱、推广
民歌的故事，与她靓丽的形象一样动人。

从上学山路一直唱到青歌赛舞台

生长在武陵苗寨的吴娟，唱歌源于其父亲。
“我爸是老师，是家乡几个寨子唯一的老

师。”复式教学点四个年级的孩子挤在两间教室
上课，吴娟很小就跟着父亲随堂上课。“清晨上
学路上，爸爸带着我，接上其他顺路的孩子，上
学的队伍越来越长。我爸边走边唱，我们也跟
着唱。山路弯弯，歌声越来越响亮，上学的路
上，我们就这样边走边唱。”

“我爸教我们唱苗族民歌，说我们民族的记
忆都在歌里。”吴娟回忆说，父亲不仅要教书，还要
干农活，“干活儿的时候他也会即兴唱起来。现
在回想小时候的事情，总会想起那时的歌声。”

2008年，吴娟是音乐系大三学生，她的目标
是学成之后回到家乡，和父亲一样当一名教师，

“我爸教了寨子里三代人，我小叔叔跟我是同学。”
当年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简

称青歌赛）举办第十三届，青歌赛是国家级电视
声乐权威赛事，历届优秀选手许多都已成为中
国顶尖的歌手。初生牛犊的吴娟凭借一口好嗓
子在湖北省内比赛中胜出，并与其他三位优秀
歌者组成“土苗兄妹”组合，一路成功闯关走上
央视舞台，出征青歌赛。

“记得当时在台上主持人董卿问我：‘你们
是土家族和苗族，是怎么走到一块去了呢？’我
回答说：‘土是一捧土，苗是一棵苗，苗在土里
长，土苗不分家，所以我们就走到一块了。’话音
刚落，现场就响起热烈的掌声。”吴娟说，比赛曲
目选择要有苗族和土家族的特色，“我第一时间
就想到我爸教我的山歌。”

那次比赛，“土苗兄妹”组合不仅获得原生
态唱法的金奖，还拿到了“观众最喜爱歌手
奖”。这个奖项不分唱法，是观众通过手机短信
投票产生的。

给基层群众唱歌就像唱给亲人听

青歌赛之后，吴娟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后
来因为工作需要，调入湖北省群众艺术馆工作。

新岗位，新任务。下基层、进山村，成为吴
娟工作的常态，当舞台从大礼堂搬到打谷场，会
不习惯吗？

“还真没有，我小时候就是在山间唱歌的。”
吴娟说，尽管农村基层条件所限会影响她的演

出效果，但她从不马虎，“不论多冷或多热，我都
会穿戴好苗族的民族服饰演出，要让乡亲们看
到最好的演出效果。”

吴娟找出一张照片给记者看，“这是有一年
冬天在咸宁演出时我拍的。照片上骑着三轮车
的男孩大概十四五岁，车上坐着的是他爷爷，他
们很认真地观看我们的演出，男孩还用手机录了
下来。当天天气很冷，他们走了很远的路，看演
出让他们很开心。”吴娟说，虽说多年过去了，但她
一直记得那男孩的眼神，“很专注，很欢喜。我小
时候看县里歌舞团演出，也是他那个表情。”

有同事问吴娟，为什么不论什么样的舞台，
她的表现都很自如，观众特别喜欢跟她互动？

“因为我是唱给亲人听啊。”
吴娟下基层演出，还有一项任务，“寻找会

唱民歌的人。”她手机里保存了不少各地民歌传
承人的联系方式，“一次在房县演出时，有位陈
老师来到后台找到我，跟我分享她的民歌。”

吴娟还录制了线上课程，向群众文化工作
者和民间文艺爱好者普及民歌，“民歌最核心的
内容就是它的人民性。如果没有人民和民间这
个源头活水，就不存在民歌，也没有我们歌唱的
舞台。”

把荆楚民歌唱向更遥远的世界

11月底，“你好！中国”2023中国湖北文
化和旅游推介活动在新西兰和斐济举行，吴娟
随团出访，把荆楚民歌唱到了南半球。

吴娟说，他们在新西兰奥克兰的一所小学
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一位华人小朋友跑过来跟
她说：“姐姐，你唱的中国民歌太好听了，我好喜
欢中国的民歌，以后有机会可以教我吗？”其他
族群的孩子们虽然不会中文，但拉着她欣赏着
她的民族服饰。

“我每次到海外做文化推广，首先感受到的
是当地华人华侨对祖国同胞的欢迎和期盼。他
们的眼神是盼望亲人的眼神。当他们听到我唱
的民歌，不论他们家乡何处，都会说是故乡的声
音。”吴娟说。

此次湖北文旅在新西兰和斐济的推广活
动，受到当地各界的关注和欢迎。吴娟唱起湖
北原生态民歌，优美的旋律帮助人们跨越山海
相遇，成为知音。

这次出访，吴娟特意准备了红色的民族服
饰，她说：“我想让外国朋友感受中国式的吉庆。
我觉得我不是个人在歌唱，从各国观众的反馈
里我知道，他们感受到一个欣欣向荣、多姿多彩
的中国。我知道我的歌声里有长江的声音、黄
河的声音、家乡溪流的声音，还有我爸歌唱的声
音，我会带着这些声音让更大的世界听到。”

湖北日报讯（记者艾红霞）近日，在2023
年韩国国际水周闭幕式上，由长江水利委员会
长江科学院报送的“清水乡村：从流域到村民
的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方案获世界水挑战奖杰
出奖，实现长江委长科院在涉水国际奖项上的
新突破。

长科院水资源所团队全面展示了在湄公
河国家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和“清水行动、绿
色发展”乡村惠民示范建设中取得的成果，获
评审专家一致好评。此次获奖，在全球范围内
有力宣传了长科院参与全球水治理的务实合
作成果，有效提升长江科学院国际影响力。

据悉，世界水挑战奖是评选水解决方案的
国际奖项，旨在为迫在眉睫的全球水问题寻求
解决方案，已连续举办9届。今年包括我国在
内，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和地
区报送123项方案参与角逐，共产生1个最佳
奖和2个杰出奖。

长江科学院首次获得世界水挑战奖

12月14日，在保康县
后坪镇中心幼儿园教室建
构区，孩子们在搭积木。

近年来，保康县稳步
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基
本形成了“广覆盖、保基本”
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实现了公益性和普惠性目
标。目前，全县幼儿园达到
30所，孩子们的学前教育
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视界网 杨韬 周罗
乐 摄）

快乐搭积木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近年来，武
汉市清廉学校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今年，武
汉市教育局发布《清廉学校建设考评实施方案
（试行）》等相关文件，明确12个年度重点工作
项目，将清廉学校建设抓在经常、融入日常。

10月底，武汉市启动2023年清廉学校示
范点评选工作，28所学校被纳入考评范围，经
学校自评、区级初选、市级复评，共评出武汉市

第二批清廉学校示范点19个。其中，一批学

校聚焦教育领域招生、后勤等重点环节，紧盯

权力规范运行，确保“清廉因子”定向瞄准、充

分释放。

以“清单+闭环”托底，用权力“瘦身”推动

责任“强身”，硚口区崇仁汉滨小学紧盯关键

人、具体事、风险点开展排查防控，形成“三重

一大”集体决策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包括16

项微小权力、35项办学行为负面清单、七类25

条师德行为负面清单，并针对25类重点事项形

成规范的工作流程，让“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该校还聚焦热点做实“双评议”，以食堂管
理、教辅材料、安全管理等关注度较高的问题
为切入口，通过走访社区、家庭、共建单位，召
开座谈会等方式，发放问卷调查表2000多份，
收集整理问题25项，逐一消号整改。

为推进清廉学校建设，洪山实验小学绘出
履职“流程图”，亮出办事“说明书”。该校先后
出台了《心未来 成长园——学校章程》《廉政
风险制度汇编》《安全手册》《洪山实验小学师
德师风民主监督工作制度》等制度，并不断完
善“教师师德考核制度”，通过“细化”积分内
容、“优化”积分程序、“强化”积分作用，推动党
员肩上有责、争先有标、行为有尺、评议有据。

党员干部发挥引领作用，为蔡甸区第四小
学筑牢“廉基石”。该校领导干部带头担任学
科教学工作，经常深入班组调研，解决教育教
学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学校开展了以“廉洁
从教”为主题的师德师风承诺活动，为教师们
搭建修清尚廉、育美逐好的交流平台，并通过
实施“双培养”“双带头”工程，把骨干教师发展
成为优秀党员，在优秀党员中培养业务骨干。

没有监督，再好的制度也会流于形式。江
汉区北湖小学建立了多方协调监督机制，在后
勤服务工作中，引入家委会参与学校管理。例
如，学生订购校服，学校邀请家长代表到校服供
应企业遴选现场投票；在食堂管理中，该校落实

食堂管理制度化、食材配送验收规范化、食堂自
查工作标准化，每日公示食堂菜谱和菜价，行政
干部每日陪餐，不定期邀请家长体验，接受学校
膳食委员会的监督。

青山区红钢城小学同样注重监督护廉。
该校强化民主监督，开辟“七嘴八舌”论坛，开
通“校长热线”，开启“书记校长接待日”，自觉
接受广大教职工的监督。该校还积极强化对
学校收费、有偿补课、食堂供应、校服征订、基
建维修、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进行管理监控，
开展“双评议”工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划清办学“红线”和从教“禁区”后，新洲区
邾城街中心小学又建立健全了会议通报机制、

规范办学行为随机抽查机制、学生课外培训负
担包保责任机制、干部教师年度综合考评机制
等制度，每次教职工会议都专题通报清廉学校
建设工作，不定期抽查教师推售教辅资料等违
纪行为，并安排干部教师分片巡查校园周边违
规文化补习现象。

光谷第十小学（武汉小学光谷分校）积极
探索规范选人用人管理。学校出台文件明确
规定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管理工作的具体办
法。以中层聘任为例，学校先面向全体教师发
布具体聘任实施方案，明确领导小组、竞聘岗
位、任职条件、组织实施和工作要求，经教师个
人自荐、竞聘演讲答辩、教师民主测评、党政联

席会评议及任职前公示等环节，保障选人用人
规范合理。

“清廉学校”建设，是营造良好教育政治生
态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现实需要。武汉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持续推动清廉学校建设融入管党治党、办学
治校、立德树人全过程，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
深化专项整治、健全全市清廉学校建设动态考
评机制，打造学校规规矩矩办教育、群众明明
白白享受教育的“新常态”。

权力“瘦身”责任“强身”武汉厚植清廉沃土彰显教育公平

蔡甸区第四小学教师开展清廉读书分享活动。

今年6月20日，青山区红钢城小学邀请家长代表到校参加膳食委员会会议，广泛听取家长
对打造阳光食堂的意见和建议。

策划：武汉市教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