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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北方多地黄沙漫漫。
此轮源于蒙古国中部和我国西北
部的沙尘天气， 几日来已波及18
省区市， 呈现出起沙范围大、 覆
盖范围广、 移动速度快、 峰值污
染重等特点。 受其影响， 内蒙古
东南部、 北京、 天津北部、 河北
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
暴， 局地有强沙尘暴。 本轮沙尘
从哪里来？ 今春缘何风沙多？ 沙
源地生态情况如何？ 记者采访相
关机构进行解读。

本轮沙尘从哪里来？
22日 “早高峰 ” 的北京天

空， 灰黄一片， 空气中弥漫着尘
土味道， 路上车辆缓行， 行人步
履匆匆， 脸上明显能感觉到颗粒
感。 “沙尘暴” “下土了” “沙
尘天气如何防范” 等成为社交媒
体 “话题词 ” ， 多地网友分享
“下沙体验 ”。 还有人戏称南方
“青团” 和北方 “驴打滚” 代表
了南北不同的 “春色 ”。 经卫星
影像和地面监测信息综合呈现，
伴随阵阵大风， 北方多省区市笼

罩在黄沙中， 天地之间蒙上了黄
土色甚至是橙色的 “滤镜”。

此次沙尘源于蒙古国中部和
我国西北部 ， 覆盖最大范围近
100万平方公里。 北京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的 “北方地区云微物理
遥感图” 显示， 21日开始， 受蒙
古国低压后部大风天气影响， 在
中东部沙源地出现大范围起沙现
象。 21日夜间， 沙尘进入我国境
内， 沙尘带宽度较大， 自东北至
甘 肃 大 片 区 域 PM10浓 度 达 到
“严重污染” 水平， 部分站点峰
值接近每立方米10000微克。

22日凌晨3时， 外来沙尘在
强西北风作用下影响北京市， 空
气质量为 “严重污染” 等级。 22
日8时， 沙尘主体漫过北京， 北
京市PM10浓度为城六区每立方
米1449微克 ， 西北部每立方米
1498微克， 东北部每立方米1825
微克 ， 东南部每立方米 1799微
克， 西南部每立方米1638微克。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杜
佳介绍， 受冷空气大风和上游输
送影响， 22日北京升级发布 “沙

尘暴黄色预警” 信号， 春季沙尘
天气会混杂大量花粉、 尘螨等过
敏原以及细菌、 病毒， 可能诱发
过敏反应和呼吸道疾病。 沙尘天
气期间， 老人儿童及患有呼吸道
过敏性疾病人员尽量减少外出，
户外活动需戴好口罩防护， 并视
情况戴防风镜、 纱巾， 遮住眼、
鼻、 口、 耳。

今春缘何风沙多？
“沙尘天气” 按照地面尘沙

是否吹起、 水平能见度等因素，
分为浮尘、 扬沙、 沙尘暴、 强沙
尘暴、 特强沙尘暴等不同类别。
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
介绍， 形成沙尘暴需要满足三个
条件 ： 其一 ， 作为动力源的大
风； 其二， 作为物质基础的沙尘
源； 其三， 使沙尘扬卷得更高的
空气不稳定条件。

数据统计显示， 进入3月春
季气温回升迅速， 北方沙源地开
始解冻， 但降水较少， 同时北方
冷空气活动仍然频繁， 大风天气
多发。 “3月以来， 沙尘天气多

次影响我国北方地区。” 中国天
气网气象分析师介绍， 3月以来，
蒙古国和我国西北地区等沙源地
气温显著偏高， 地表基本无积雪
覆盖， 一旦有冷空气入侵并带来
大风作为动力源， 极易造成沙尘
天气。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联合中央
气象台、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
联合中心等多家专业机构日前发
布的 “3月下半月全国空气质量
预报会商” 显示， 受沙尘天气影
响， 东北、 华北、 华东和西北部
分地区出现中度及以上污染， 新
疆南疆部分时段出现严重污染。

北京南郊观象台1951年以来
的沙尘资料统计分析显示： 20世
纪50年代， 北京沙尘最严重， 春
季沙尘日数平均多达26天； 20世
纪60年代至80年代， 沙尘日数有
所下降 ， 在10天至20天之间波
动 ； 20世纪90年代以后明显下
降 ， 沙 尘 日 数 平 均 不 到 5天 ；
2001年至2010年又略有增加， 平
均在7天左右； 2010年以后平均
沙尘日数又有所波动。

沙源地生态情况如何？
据了解， 我国北方沙尘暴主

要出现在春季， 沙尘源主要有：
蒙古国南部戈壁荒漠区、 哈萨克
斯坦东部沙漠区， 我国巴丹吉林
沙漠、 腾格里沙漠、 乌兰布和沙
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 库姆塔格
沙漠、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等。

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介
绍， 影响北京的沙尘通常起源于
蒙古国南部， 途经我国内蒙古中
西部并逐步增强南下。

除气象因素外， 影响沙尘的
关键因素还包括植被覆盖、 土壤
属性。植被覆盖裸露表面，分解风
力，阻挡输沙，是土壤风蚀的保护
层。植被还可改变土壤水分，促使
表层土壤形成稳固性结构， 增强
土壤抗蚀力，减轻风蚀。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朱
江表示， 近些年我国兴建三北防
护林等许多防风固沙的努力， 使
沙源地的 “起沙条件” 获得了些
许改善， 但西北地区的生态脆弱
问题不容小觑。 据新华社

北方再迎大范围沙尘：今春缘何风沙多？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昨天，
记者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 ， 2022年全国共有专任教师
1880.36万人 。 其中 ， 义务教育
阶段本科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比例
为81.02%， 比上年增长3.3个百
分点。

统计显示， 2022年全国共有
各级各类学校51.85万所 ， 学历
教育在校生2.93亿人， 新增劳动
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4年。 基础
教育资源进一步扩大， 2022年全

国普惠性幼儿园24.57万所 ， 比
2021年增加1033所， 占全国幼儿
园的比例达到84.96%； 各地通过
新建改扩建等方式， 新增城镇义
务教育学位500余万个。

我国教师队伍规模素质进一
步提高。 2022年全国各级各类专
任教师比上年增加 35.98万人 ，
增长1.95%， 其中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本科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比例
为76.01%， 比上年增长3.78个百
分点。 义务教育阶段具有中高级

职称专任教师比例为54.39%， 高
中阶段比例为60.78%， 高等教育
中具有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比例为
41.93% 。 中等职业教育 “双师
型” 教师比例为56.18%， 比上年
提高0.67个百分点。

教师培养补充机制创新力度
不断加大。 2021年起， 实施 “优
师计划”， “定向培养、 定向就
业”， 每年为832个脱贫县和中西
部陆地边境县中小学校培养本科
师范生， 着力缓解音体美等教师

资源缺口， 2022年招收11418人，
同比增长19.8%。 积极指导各地
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58.5万
人 ， 其中高校毕业生25.4万人 。
深入实施 “特岗计划”， 全年招
聘特岗教师近6.6万人。 全国718
个原连片特困地区县实施乡村
教师生活补助政策， 覆盖约7.3
万所乡村学校 ， 受益教师132.5
万人， 带动1086个非连片特困地
区县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
策。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记者
昨天从教育部获悉， 国家大学生
就业服务平台推出 “高校 ‘共享
就业’ 服务 ‘一带一路’ 2023
年春季线上联合双选会”， 由太
原理工大学联合浙江大学 、 郑
州大学等 全国 275所 高 校 共 同
举办 ， 充分发挥校企合作 、 校
际联动和资源共享等优势 ， 进
一步服务 “一带一路” 沿线区域

人才需求， 活动将持续至4月30
日。

本次招聘活动是2023届高校
毕业生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的重
要内容， 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
平台设立主会场， 在智联招聘平
台设立分会场 。 截至3月17日 ，
已有参会单位2762家， 提供岗位
信息21.32万条 ， 参会毕业生8.1
万人。 参会单位来自信息通讯与

互联网、 装备制造、 建筑地产、
能源动力、 金融等行业领域， 包
括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等， 提供的招聘岗位需求涉及
机械设计工程、 通信导航产品结
构设计、 电气设计工程、 施工项
目管理、 资产管理、 智能设计等
学科专业。

3月至4月， 教育部将会同相

关部委、 行业就指委和重点企业
等开展 “2023届本科毕业生专场
招聘会” “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高校毕业生网络招聘会”
“数字经济行业空中双选会” 等
系列线上专场招聘活动， 毕业生
可通过登录国家大学生就业服
务平台 （https://www.ncss.cn/），
在 “专场招聘” 板块查看相关信
息。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记者
昨天从教育部获悉， 高中阶段和
高等教育阶段的普职协调发展不
断推进， 高等职业院校招生规模
连续4年超过普通本科。

在高中阶段， 全国目前有中
等职业学校 9752所 （含技工学
校 ） ， 2022年招生 650.69万人 ，
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40.71%；
在校生1784.61万人 ， 占高中阶
段教育的39.67%； 在高等教育阶
段 ， 高等职业院校 （含职业本
科 ） 学校 1521所 ， 2022年招生

546.61万人 （不含五年制高职转
入专科招生54.29万人 ）， 连续4
年超过普通本科招生规模。

教育部表示，当前，中等职业
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重点都
在于加强内涵建设、 提高培养质
量和适应性， 进而提升吸引力和
社会形象，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从学生发展看， 教育部坚持
拓宽职业学校学生发展通道。 根
据产业升级调整需要和社会新增

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提升规律， 逐
步引导中等职业教育在坚持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要求的基础上， 通
过中高职贯通、 中高本衔接、 完
善职教高考等， 为有意愿够条件
的学生提供多种就业、 升学发展
路径。 去年， 全国已有超过一半
的中职毕业生升入高职 （专科）
和本科继续学习。 同样， 高职毕
业生在保持高就业率的同时， 现
在每年也有接近1/5的学生实现
升学深造。 同时推进职业教育与
各学段普通教育渗透融合， 推动

两类教育在各成体系的基础上实
现沟通衔接、 融通发展。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教育部将不
断完善职业教育自身纵向贯通、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横向融通的
教育体系和机制建设， 不断推进
职普协调发展， 打破职业教育的
内循环和职教学生的固化身份，
让不同禀赋和需要的学生能够多
次选择、 多样成才， 为经济社会
发展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

教育部新闻发布会

2022年我国共有专任教师1880.36万人
义务教育阶段本科以上专任教师比例超八成

275所高校携手举办春季线上联合双选会

高职招生规模连续4年超过普通本科

新华社电 在中
国科学院院士俞大鹏
带领下，南方科技大学
深圳量子科学与工程
研究院超导量子计算
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徐
源课题组联合福州大
学教授郑仕标、清华大
学副教授孙麓岩等组
成的研究团队，通过实
时重复的量子纠错过
程，延长了量子信息的
存储时间，相关结果超
过编码逻辑量子比特
的物理系统中不纠错
情况下的最好值。这是
我国科学家在量子纠
错领域的最新研究成
果，相关学术文章于北
京时间23日在国际著
名学术期刊 《自然》网
站上刊登。

虽然近年基于超
导量子线路系统的量
子信息处理领域研究
发展迅猛，但由于量子
计算机体系的错误率远高于经典
数字计算机， 想要构建具有实用
价值的通用量子计算机， 量子纠
错依然不可或缺， 因其可有效保
护量子信息免受环境噪声干扰。

在传统的量子纠错方案编码
中， 一个逻辑量子比特需要多个
冗余的物理比特， 不但需要巨大
的硬件资源成本， 发生错误的通
道数也随比特数增加而显著增
多， 可能呈现 “越纠越错” 的局
面， 导致量子纠错后的效果远未
达到不纠错情况下的最好值， 无
法产生正的量子纠错增益。 这成
为当前量子纠错技术无法实用
化、 可扩展发展的核心瓶颈。

研发团队通过开发高相干性
能的量子系统， 设计和实现了错
误率低的错误探测方法， 以及改
进和优化量子纠错技术等实验手
段， 最终在玻色模式中实现了基
于离散变量的二项式编码的逻辑
量子比特， 并通过实时重复的量
子纠错过程， 延长了量子信息的
存储时间， 相关结果超过编码逻
辑量子比特的物理系统中不纠错
情况下的最好值， 超越了盈亏平
衡点， 带来正的量子纠错增益，
向实用化可扩展通用量子计算迈
出了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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