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讯（记者张滢）日前，美国考古学会主办

的《Archaeology》杂志新出版的2024年第一期，

评选出了“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汉文

帝的地下苑囿”（即陕西西安汉文帝霸陵发现的

动物殉葬坑）入选，为中国唯一入选者。

这是霸陵考古成果继荣获“2021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陕西省六大考古发现”

之后再次获得的殊荣。

该杂志为面向公众的双月刊考古杂志，已连

续出版70余年。自2006年起，该杂志会在每年的12
月评选出本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在全球范

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力。“汉文帝的地下苑囿”被排

在“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第九位。

汉文帝霸陵动物殉葬坑
入选“2023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阳光讯（记者杜丽芳）12月5日，记者从西安

市教育考试中心获悉，西安市2023年下半年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申办工作即将开始。

西安市教育考试中心提醒：申请毕业的西安市

在籍考生请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在规定的时间

内，按要求完成申办流程，以免错过毕业申办。

网上申办时间为：12月11日至12月20日。现

场采集照片及递交申办资料时间为：12月17日

至12月20日（周日不休）。现场采集照片及递交

申办资料的地点为：西安市碑林区文艺南路194
号（西安市教育考试中心南院）。

符合申报条件的西安市在籍自考生，首先

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陕西招生考

试信息网，选择“自考服务”栏，认真了解自学考

试有关政策规定，免考细则和毕业证书申办须

知以及注意事项，进入“毕业申请”窗口，按照流

程提示进行操作，完成网上申报程序。考生完成

网上申请后，请自行打印一份《陕西省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毕业申请表》。

西安市2023年下半年
自考毕业证书申办即将开始

阳光讯（记者郭璟霖）近日，西安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发布促进新能

源汽车发展便利措施，其中包括免收

新能源汽车注册费用；下放新能源汽

车业务办理权限；加大新能源号码编

排投放数量等八项。

免收新能源汽车注册费用，在办

理国产新能源汽车新车注册登记时，

免收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号牌等

费用。

下放新能源汽车业务办理权限，

为了方便远郊区县群众办理新能源汽

车注册登记业务，将业务办理权限下

放至远郊区县车辆管理所，实现全市

所有区县车管所均可办理新能源汽车

注册登记业务，方便群众就近办理。

扩大新能源汽车登记注册服务网

点，在全市汽车社会化服务站全部开

展非营运小型新能源客车注册登记业

务，方便群众就近办理。

加大新能源号码编排投放数量，

增加新能源机动车号段单次投放数

量，增大编排区间范围，进一步满足群

众通过自编和随机选号方式获得多样

性和个性化号牌的需求。

免费换发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对

前期购买的国产新能源汽车牌照悬挂

专用号段号牌的（蓝牌），可免费更换为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绿牌），免收机动

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号牌等费用。

推进新能源小型客车出厂预查

验，积极与本地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

沟通协调，开展新能源小型客车出厂

预查验工作。群众购买该品牌新能源

小型客车后不再需要查验机动车，可

在线办理注册登记、选号等业务，节省

办事时间、优化购车体验（此项措施预

计2024年下半年实施）。

开展新能源汽车企业大宗业务上

门服务，对批量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出

租、公交等运输企业的大宗车辆业务，

开展上门查验服务，节省企业成本，优

化办理流程，减少办事时间。

周末服务不打烊，西安市交警支队

车管所在周末及节假日实行“5+1”工作

模式，增设便民窗口，开展小型载客汽车

（含小型新能源汽车）注册登记等服务，

满足群众周末及节假日办理需求。

阳光讯（记者韩冯盼）今年以来，

西安市上下深入开展高质量项目推进

年活动，围绕重点项目建设紧抓快干、

真抓实干，重点项目建设推动经济发

展的脉动愈发强劲。截至10月底，全市

665个市级重点在建项目完成投资

4570.7亿元，达到年计划的92.08%，高于

时序进度8.75个百分点。特别是隆基绿

能光伏产业园一期等41个重点项目竣

工投运，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走进位于泾河新城的隆基绿能

光伏产业园自动化无尘车间，只见智

能搬运车来回穿梭，机械臂灵活起落，

一片片银色单晶硅片经过制绒、刻蚀、

镀膜等工序后，变成深蓝色的太阳能

电池片，科技感十足。

隆基绿能光伏产业园项目总投

资201亿元，占地872亩，总建筑面积约

43万平方米，建设包括3座光伏电池生

产厂房、1座切片生产厂房、中央研究

院研发楼、配套动力设施等。该项目

包含光伏新能源产业技术研发、切片、

电池、组件、硅粉、硅碳负极材料6大核

心板块。首次采用隆基自主研发的世

界领先电池技术，量产电池的光电转

换效率达到26.81%，高出目前市场主

流产品约2个百分点，与行业内通用技

术形成代际差距，以技术创新引领全

球能源转型发展。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新材料双

创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位于未央路96
号，总投资2.6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9700万元。主要建设创新大楼1栋，同

时利用现有科研、中试的优势条件，建

成新材料双创示范基地，目前项目已

经建设完成，投入使用。

走进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新材

料双创示范基地内，工作人员正在对

园区进行绿化施工作业。项目创新大

楼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其中地上21
层，建筑面积2.24万平方米。项目立足

西北有色院和省内高校，在材料领域

开展前沿技术研究和开发（创新）及科

技成果转化，同时在服务、培育、投资、

人才等4个方面为创新创业提供全方

位的支持。项目2021年6月开工建设，

今年10月底投入使用。

今年以来，西安市各部门强化服

务意识，打通手续办理“绿色通道”，为

项目提供“保姆式”服务，重点项目实

现“拿地即开工”。

西安交警推出八项措施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
免收注册费加大号码编排投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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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讯（记者韩冯盼）近日，陕西

省人社厅发布《2023年陕西省制造业
24条重点产业链急需紧缺岗位人才
需求目录》（以下简称《人才目录》），确

定急需紧缺岗位579个，涵盖专业技
术、技能人才、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

四种类型，为企业招才引智、人才求职

创业提供参考依据，助推全省人力资

源配置进一步优化。

《人才目录》显示，当前，全省人才

需求量最大的是半导体集成电路产

业链，需求量为2.9万人。未来2~3年，
科研、电力电子研发、芯片设计及人工

智能开发等专业技术人才需求预计

将有15%左右增加，高级车工、铣工、
磨削工等技能人才需求预计将有10%
左右增加，而质量管理、电气自动化、

软硬件测试等人才需求预计将有30%
左右下降。

截至今年5月，我省24条重点产
业链现有人才133.65万人，其中专业
技术人才73.7万人，技能人才23.03万
人。人才需求为53.52万人、人才意向
流入23.84万人、意向流出15.15万人，
主要分布在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智能

终端、太阳能光伏、航空、生物医药、传

感器、钢铁深加工、新型显示、增材制

造等重点产业链。

记者了解到，此次《人才目录》采

用大数据采集、企业调研及问卷调查等

方式，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重点产业

链人才状况及急需紧缺人才分布情况。

《人才目录》的发布，对促进全省急需紧

缺人才认定及其“引、育、留、用”等工作，

为政府部门人才举措、高校优化学科专

业设置、重点产业链优化升级等，提供了

重要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形成人才支

撑产业、产业集聚人才的良性循环，从而

推动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

截至10月底
西安市665个市级重点在建项目完成投资4570.7亿元 阳光讯（记者张滢）12月5日，记者从省林业

局获悉，2023年，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陕西省

珍稀野生动物救护基地）大熊猫繁育成果丰硕，

共繁育大熊猫4胎7仔，其中雄性5只、雌性2只。

8月9日，大熊猫“正正”产下雄性双胞胎，大

熊猫“安安”（原名：“小馨”）产下一对龙凤胎。同

一天出生4只熊猫幼仔，创下了秦岭大熊猫研究

中心大熊猫繁育的历史纪录。8月14日，大熊猫

“丫丫”产下一只雄性幼仔。9月6日，再次传来喜

讯，大熊猫“明明”产下一对龙凤胎。

大熊猫“明明”的第二只幼仔出生时不足60
克，是目前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出生体重最轻

的幼仔。经过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目前体重4
公斤，其余6只幼仔体重均已达到5公斤。所有幼

仔的身体都很健康。

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作为全国三大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之一，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人工

饲养繁育技术体系，大熊猫圈养种群数量稳定

增长，目前已达49只。

陕西发布急需紧缺岗位人才目录
确定急需紧缺岗位579个

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
大熊猫圈养种群数量达49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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