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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李天晓也有
自己的爱好，跑步和拼积木占据了他
工作之外的大部分时间。“我其实是一
个将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的人。”他
说，“每天回家后，我会先去跑步，有时
候去公园跑，有时候沿着党河跑。还
会拼一些积木，算是一种解压吧。”甚
至他还给家里留出了一大块摆放积木
的地方。“回家看见这些，就会觉得很
治愈。”

谈及肩上的责任，李天晓说：“其

实我们的责任就是接续老一辈文物保
护工作者的使命。发挥自身的能力，
为文物保护工作贡献力量，让文物在
我们的手中能够传承给下一代，让莫
高窟更好地流传下去。”

如今，李天晓已经在敦煌安家，
“敦煌研究院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研
究平台，我也会尽我所能，为莫高窟以
及文物保护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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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晓：实验室里的文物“医生”
“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精妙绝伦的壁画、静谧的藏经洞以及历经千载的文物，共同铸就了敦煌文化坚固的基石，也是一代代莫高窟人携手守护的珍贵历史记忆。
90后李天晓，是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中的一员。自2022年加盟敦煌研究院后，针对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的实际需求，他潜心钻研各

类保护技术与保护材料。简单来说，他要做的就是通过生物科技手段，利用微生物防治文物壁画的病害，给文物“望闻问切”“探病因”“开药
方”“动手术”，让莫高窟“病恹恹”的文物重新焕发出生机。

白大褂、显微镜、台面上的试管和
容器，仅凭这些物件，几乎没有人想到
李天晓的工作是在和文物打交道。“敦
煌瑰丽的壁画，那些怀抱琵琶的飞天和
斑斓的佛国世界，迟早会消失。人类所
能做的，只不过是让消失的过程慢一
点。”李天晓说，“所以我们要拼尽全力，
借助材料工艺、生物医学等现代技术，
让敦煌的文化瑰宝得以延续长存。”

莫高窟洞窟外，是大漠吹不尽的风
与沙；洞窟内，岩体随着时间的流逝出
现裂缝，壁画也渐渐滋生出酥碱等病
害。“从外部自然环境而言，敦煌坐落于
沙漠气候区，昼夜温差悬殊，风沙活动
强烈。仅仅是风沙带来的强烈吹蚀与
剥蚀作用，就会给壁画、彩绘等文物带
来巨大危害，造成极为严重的磨损与污
染。洞窟内部，由于受到绘制工艺和材
料、依附岩体的矿物组成和水文环境的
影响，壁画会出现多种类型的病害。比
如壁画颜料的褪色与变色，壁画颜料层
的龟裂、起甲，以及壁画地仗层的酥碱、
粉化等。”李天晓说。

李天晓本科和硕士所学专业均为
基础医学，博士阶段才转向文物保护。

“我只用一下午就决定了‘转行’。”谈及

为何转向文保时，他坦言，“医学研究成
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过程极为漫长。
或许我这一生都未必能看到自己的研
究成果得以应用。但一个偶然的机会，
让我发现自己所学的专业竟然可以在
文物保护领域发挥作用，而且从事文物
保护工作也能够实现人生价值，于是我
便转到了文物保护这个方向。”李天晓
说，虽然没有达成最初的事业规划，但
现在同样也在做“救死扶伤”的工作，

“只不过对象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不
会‘说话’的文物。”

山东大学博士后出站后，李天晓毫
不犹豫来到了敦煌研究院，“父母曾反
对过，毕竟我是山东人，敦煌对我家乡
来说实在太远了。”对于记者“你如何劝
说父母同意自己来敦煌”的提问，李天
晓笑答：“我没有劝说，只是坚定地向他
们表明了几次我一定要去敦煌的决
心。”

“满墙的壁画一直延伸至头顶，那
种美令人震撼。”李天晓至今仍清晰记
得自己第一次走进莫高窟的情景。“在
参加工作以前，我只在媒体上看到过莫
高窟，但当自己真正身临其境，身处洞
窟之中时，脑海中唯有‘震撼’二字。”

几年前，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
的纪录片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投身文保
事业。影像记录的瞬间精彩其实是日
常工作的浓缩，那些看似轻松惬意的
表象背后，依旧隐藏着“甘坐十年冷板
凳”的艰苦探索。

李天晓的工作也不例外。但相较
于传统的文物保护修复技能，他的工
作更多会借助到科技的力量，“科技的
介入是在继承传统保护方法的基础
上，对文物做更加精细、更加科学、更
加精准的保护。”

最近，他正致力于研究药用植物
抗菌活性及其在文物微生物防治中的
作用。“微生物是威胁文物长久保存的
主要因素之一，可以通过美学损伤、机
械破坏、生化腐蚀等方式对文物造成
破坏，微生物防治是文物保护领域长

期关注的课题。”李天晓表示，“五千多
年以来，来源于植物的天然化合物在
微生物感染引发的疾病治疗中应用广
泛，也被认为是一种绿色、安全的抗菌
材料用于文物保护。”

提及研究成果，李天晓话多了起
来，“还有一次吃馒头的时候，我突然
想起馒头里面的酵母可以诱导碳酸钙
沉淀。”他指了指实验室门口的展板，

“实验成本低，还能带来良好的效果。
算是意外之喜。”

虽然已经入职两年，但李天晓依
旧未能适应敦煌与山东老家的“时
差”，“气候、环境和口味我都能适应，
唯独这个时差实在难以调整，天黑得
太晚了。”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应对之
策，“我多做一会儿实验，等到晚上九
点再回去，这样‘时差’就倒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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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张艾萍）今年以来，兰州市城关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持续打造“12315”全领域监管工
作体系，全面推出二维码版办事指南，通
过“码”上查、按“码”办，有效提升服务质
量，更好地服务企业和群众。1-8月，兰州
市城关区新登记注册经营主体13417户，

“个转企”完成627户。
兰州市城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优

化营商环境为目标，从登记注册、行政审
批、信用修复、监督管理、行政执法、容错
纠错、法治护企、维护秩序“八方面二十条
措施”进一步提升服务，努力实现企业开
办1个环节25分钟办结，力争全程网办率
达 100%，好差评系统群众满意率 100%。
开展“明码标价放心消费”、涉企违规收费

“纾困减负”专项整治，加强计量器具、过
度包装等监督检查，固定经营场所的明码
标价率、准确率达到100%。

（接A01版）

趋势三：
老龄化程度升，老年人口占比将超三成

人口老龄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
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
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97亿人、
占比 21.1％；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17
亿人、占比15.4％，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
会。

根据预测，到 2035 年左右，60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30％，
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到本世纪中叶，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到峰值。

“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养
老服务供需矛盾更加凸显。”中国人民大
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说，老龄化是
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的挑战。尽管延迟

退休年龄不能完全解决老龄化问题，但
是能够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有意愿、有能
力、有条件的大龄人员可以选择继续从
事一定工作。

“‘50 后’‘60 后’及即将变老的‘70
后’，是恢复高考后的直接受益者，越往
后受教育程度越高。未来，大龄劳动者
数量会更多、素质会更优，在完善稳定就
业、劳动保障等政策下，他们也可以为经
济社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原新说。

趋势四：
劳动力总量降，劳动年龄人口约8.6亿人

在人口经济学中，16至59岁人口被
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他们是社会生产
的主力。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末，我国
劳动年龄人口约8.6亿人，占全部人口的
61.3％。从总量看，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

依然较大，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劳动力要素是决定经济长期走势
的关键要素。”郑秉文表示，我国人力资
源依然丰富，但着眼于潜力和后劲，有必
要通过一定的政策调节让人力资源优势
得到更好发挥。

数据显示，自2012年起劳动年龄人
口数量逐年减少。“从结构看，劳动年龄
人口中的青年群体、大龄群体人数占比
呈现一降一升态势。这意味着在劳动力
市场上，匹配就业岗位能力最强的人口
趋于相对减少。”赵忠表示。

在他看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一趋
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属于客观发展规
律。渐进式延迟退休，可以推动有意愿的
大龄劳动者成为充实未来劳动力的重要
力量，平滑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曲线。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延迟退休渐近，背后是这四大趋势
今年1至8月，
兰州市城关区新登记
注册经营主体13417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