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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7 日电（记者
王鹏）记者 27 日从第 33 届电视剧“飞
天奖”、第 27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
典礼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觉醒年代》

《山海情》《在一起》《装台》等 46部作品
入围第 33届电视剧“飞天奖”。

此外，《典籍里的中国》《如果国宝
会说话（第三季）》《岳麓书院》《下姜村
的绿水青山梦》等 69 部作品入围第 27
届电视文艺“星光奖”。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易凯
介绍，这些作品基本涵盖了评奖年度
内最优秀的国产电视剧和电视文艺作
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紧扣主题主
线，主旋律响亮，正能量充沛，展现出
电视艺术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繁荣
景象。

据悉，评选工作已于日前结束。其
中，第 33 届电视剧“飞天奖”评出优秀
电视剧奖获奖作品 16 部、提名作品 30
部，以及优秀导演奖、优秀编剧奖、优
秀男演员奖、优秀女演员奖 4 个单项
奖；第 27 届电视文艺“星光奖”评出优
秀电视节目奖获奖作品 14 部、提名作
品 55部。

颁奖典礼将于 11 月 1 日在北京举
行。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7 日电（记者
刘奕湛 任沁沁）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
27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首次审议。修订草案扩大
了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明确对行政协
议、政府信息公开等行为不服的可以
申请行政复议。

修订草案还就扩大行政复议前置
范围作出规定，明确对依法当场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不作为不服的，
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明确简易程序
的适用情形，并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
案件应当在 30 日内审结。此外，修订
草案在法律责任部分增加了对拒绝、
阻挠行政复议调查取证行为的追责条
款，健全了行政复议与纪检监察的衔
接机制。

据介绍，修订草案共 7 章 86 条，修
订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行政复议原
则、职责和保障；强化行政复议吸纳和
化解行政争议的能力；完善行政复议
受理及审理程序；加强行政复议对行
政执法的监督。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
法》于 1999 年 施 行 ，并 于 2009 年 和
2017 年分别对部分条款作了修改。截
至 2021 年底，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
共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295.3 万件，其
中，立案并审结 244.4 万件，纠正违法
或 不 当 行 政 行 为 35 万 件 ，纠 错 率
14.3％，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煤山二叠纪/三叠纪生物大灭绝
与“金钉子”剖面

位于浙江省长兴县的煤山“金钉
子”剖面，含有两颗经国际地质科学联
合会国际地层委员会正式确认的“金
钉子”——二叠系-三叠系界线、长兴
阶底界“金钉子”。

该剖面完整记录了 2.52 亿年前地
质历史时期发生的最大的一次生物灭
绝事件，这次生物灭绝事件导致当时
海洋和陆地中 80%以上的生物物种在
很短的时间内灭绝，为认识和保护当
今地球的生物与环境提供了极其重要
的历史借鉴。

煤山剖面地层连续跨越古-中生
代界线，含有非常丰富的牙形类、菊
石、腕足动物和鱼类等十多个门类化
石 300余种。除化石研究外，该地层中
的生物大灭绝、“金钉子”时间标尺和
环境变化过程等成果令世界关注，是
世界上研究程度最高的地层剖面之
一。

●巴丹吉林沙漠必鲁特高大沙山
和湖泊

巴丹吉林沙漠必鲁特高大沙山和
湖泊位于内蒙古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
公园。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西风季
风过渡带的巴丹吉林沙漠，面积约 4.92
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四大沙漠、亚洲
内陆第二大流动沙漠。除了高大沙
山，还有 140 多个湖泊分布于沙漠之
中。

巴丹吉林沙漠是研究青藏高原隆
升过程中第四纪末期气候变化以及风
力地貌、干旱区水资源的理想区域。
该沙漠中最高大的必鲁特峰海拔高约
1611 米，相对高差近 500 米，是世界上
相对高度最高的沙山，被称为“沙漠中
的珠穆朗玛峰”。

●香港早白垩世酸性火成岩柱状
节理

位于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地质公园西贡火山岩园区的早白垩世
流纹质火山岩柱群，源自约 1.4 亿年前
该地区的火山活动。

当时，香港东南面有一座超级火
山，经过长达 300 万年的猛烈喷发后，
最终形成数百万条岩柱。与世界各地
的六角形火山岩柱不同，香港地质公
园的岩柱罕见地由富含二氧化硅的酸
性流纹质火山岩形成。

这些岩柱的直径平均为 1.2 米，最
粗达 3 米，现存总厚度估计达 400 米，
露出地表的高度达 100 米。长期的海
岸侵蚀使得这些岩柱清晰敞露，并结
合了丰富的海蚀地貌景观，构成全球
罕见的地质奇观，也成为香港最具代
表性的地质遗迹。

●云南石林喀斯特
石林喀斯特位于昆明市石林彝族

自治县境内，海拔约为 1600 米至 2200
米，面积 350 平方公里，是典型的高原
喀斯特。这里保存并展示了世界上最
好的剑状喀斯特（石林）地貌，这里也
是“石林”术语的发源地。

石林喀斯特的形成经历了跨度 2.5
亿年的复杂地质演化过程，不同阶段
的石林构成了独特的“世代”历史，世
所罕见地展示了特殊地区的地球演化
进程。这里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类
似的石林地貌形态，因而被誉为“石林
喀斯特博物馆”。此外，该地质遗产地
还发育有漏斗、石芽、暗河、湖泊、溶
洞、天生桥、瀑布等其他喀斯特地貌，
构成了一幅从地上到地下的喀斯特全
景图。

●澄江寒武纪化石产地和化石库
距今约 5.2亿年的寒武纪澄江化石

群是一个举世罕见的化石宝库，化石

丰富且保存精美，生动再现当时海洋
生物世界的真实面貌，充分显示出寒
武纪早期生物多样性。

该化石群代表了现代生物多样性
的起点，将绝大多数现生动物门类的
演化历史追溯到寒武纪早期，为揭示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奥秘提供了极
其珍贵的证据，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惊
人的科学发现之一”，为早期生命科学
研究开辟了一个重要的创新性研究领
域。

●藏南绒布峡谷滑脱构造体系
绒布峡谷位于青藏高原南端的珠

穆朗玛峰北坡，这里是藏南拆离系发
育的典型地区，藏南拆离系滑脱构造
结构在这里得到了详细描述和研究，
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藏南绒布峡谷滑脱构造体系是一
组平行造山带的低角度正断层性质的
韧性剪切带，其出露在珠穆朗玛峰峰
顶的构造是地球上最高的断层。研究
证明，藏南绒布峡谷韧性剪切滑脱构
造体系主要为伸展特征，顺该断层珠
峰顶部灰岩向北滑动。

●珠峰奥陶纪岩石
珠穆朗玛峰的山顶由约 4.6亿年前

（奥陶纪）的石灰岩构成，形成于温暖
的浅水海洋中。这些岩石中含有海洋
动物的化石，代表了地球历史上最重
要的时期之一——奥陶纪生物大辐射
时期的热带海洋生物，它们现今大多
已经灭绝。这些形成于古特提斯洋的
岩石，在印度板块与亚洲大陆相撞时，
被推挤和抬升到现在的位置。

此处的奥陶纪岩石是在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团队在
该地区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和采样后确
定 的 ，现 在 相 关 研 究 仍 然 在 继 续 进
行。

据《北京晚报》报道

我国7地入选首批世界地质遗产地
北京时间 10 月 26 日，国际地质科

学联合会在西班牙公布全球第一批地
质遗产地名录，浙江长兴“金钉子”地质
剖面等 7个中国地质遗迹成功入选，我
国是本次评选中入选地质遗产地最多
的国家之一。

本次评选是为庆祝国际地质科学
联合会成立 60周年举办的一次大型科
普盛会，来自全球的 36 位选举委员对

56 个国家申报的 181 个候选地质遗产
地综合评定，投票产生了首批 100个国
际地质科学联合会认证的地质遗产地。

本次中国入选的 7 个世界地质遗
产地涵盖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地层古
生物学、地理湖泊、地貌学等科学领域，
在研究矿产资源形成、生命演化、人类
起源等科学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沈树忠教

授介绍，这次公布全球第一批地质遗产
地名录，凸显了地质遗产在研究地球演
化中的漫长演变过程，促进自然生态环
境保护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和重大意
义。“中国入选的 7 个项目对于研究亚
洲地质演变、普及大众地质知识，提升
中国地质遗迹国际影响力，促进国际地
质科研合作、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修法拟扩大
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入选的7个地质遗迹

《觉醒年代》《山海情》等
入围电视剧“飞天奖”

石林喀斯特。资料图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27 日同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通电话。

王毅说，普京总统在中共二十大后第一时间
向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体现了中俄之间高

水平的互信和坚定的相互支持。中方愿同俄方
深化各层级交往，推动中俄关系和各领域合作
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拉夫罗夫热烈祝贺中共二十大取得圆满成
功，祝贺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当选，表示二十大是

世界级的大事，必将指引中国顺利实现民族复
兴目标。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各层次接触，深化
多边合作，共同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双方还就乌克兰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
问题交换了意见。

王毅同俄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