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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举行2024年清明长江公祭活动
全市约1.3万人选择逝后与江水同眠

本次活动以“长江公祭移风易俗 绿色清
明思念绵长”为主题。活动伊始，市民纷纷在
祈福卡上写下自己对亲人的思念与祝福，然
后将卡片系于气球上，随着主持人一声“放
飞”，伴随着哀婉的小提琴声，承载着浓浓思
念之情的气球冉冉升空。此次活动结合清明
主题，以诗朗诵、服饰表演、器乐演奏等形式，
宣传移风易俗，展现清明文化。在此期间，穿
插殡葬知识问答，在增加互动性的同时达到
宣传殡葬改革政策的目的。活动尾声，4名
礼仪人员手捧鲜花篮，缓步行至鲜花入江口，
引领亲属们将敬献给江葬故人的鲜花逐一撒
入长江。

现场，70多岁的凌老先生诵读了他亲笔
撰写的祭文，感念母亲善良勤俭持家的美好
品德。据悉，老人的母亲为南京市2023年江
葬逝者，当天以如此庄重的仪式祭奠亲人，老
人心中万分感动。

南京市自1991年开始组织江葬，至今已
成功举办40次，约1.3万人选择逝后与江水
同眠，让生命回归自然。随着南京市殡葬设
施不断完善，移风易俗宣传持续推进，越来越
多的市民开始关注并选择了不占或少占土地
的节地生态安葬方式。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早在上世纪90年
代初，南京市就开始推行江葬，后陆续推出树
葬、花葬、草坪葬、壁葬等生态葬式。在减免
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基础上，南京出台了
《生态葬奖补实施办法》等生态葬鼓励政策，

鼓励更多的市民选择生态葬。2014年，殡葬
部门推出了“不留名、不留碑、不留灰”的生态
葬，凡在市属8家经营性公墓选择“三不留”
生态葬的，一次性奖励1000元。不过，从当
时的情况来看，市民对生态葬的接受度不
高。调查表明，多数市民不愿选择生态葬，不
去领取补贴，除了观念方面的原因外，想保留
名字也是重要原因。为此，2016年，南京调
整生态葬奖补政策，凡在经营性公墓选择不
留灰、不立碑“两不留”生态葬的，一次性奖励
1000元。

此后，为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南京市殡
葬部门再次加大生态葬奖补力度，凡南京市
户籍人员或驻宁部队现役军人逝世后，在本
市经营性公墓内选择不留灰、不留碑“两不
留”生态安葬的，免除实施生态安葬所需落葬
服务费用，同时给予一次性奖励，其中，选择
使用可降解骨灰盒的，一次性奖励2000元；
不使用骨灰盒的，一次性奖励3000元。随着
今年1月1日南京城市公益性骨灰堂的正式
运营，南京市已提前完成了全省“十四五”基
本公共服务指标中“逝有所安”确定的城乡公
益性骨灰安放（葬）设施覆盖率 100%的目
标，南京市户籍市民均可享受户籍所在地公
益性骨灰堂免费安放服务。

目前南京全市已有近 5 万人选择生态
葬，14.3万人选择进入骨灰堂安放，全市节地
生态安葬率达到34.9%，绿色环保生态理念
渐入人心。

江水寄哀思，清明忆故人。3月28日上午，南京市2024年清
明长江公祭活动在栖霞区八卦洲洲头公园举行，683位江葬亲属参
加了公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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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团队取得突破性成果

全球首次发现引力子“投影”

现代快报讯（记者 张然）圆溜溜的灰黑色
脑袋上，一道白色眉纹格外醒目，它们就是被
戏称为“白眉大侠”的白眉鸭。近日，鸟类摄
影爱好者在南京玄武湖公园拍到了成群的白
眉鸭，据了解，这也是白眉鸭首次在玄武湖被
记录到。

现代快报记者从鸟类摄影爱好者“云岭
人”拍摄的照片中看到，成群的白眉鸭在湖面
飞翔嬉戏，与湖面的“鸭子船”遥相呼应，场面
生动有趣。白眉鸭属小型鸭类，是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体长34至41厘米，体重不到0.5千
克。雄鸭嘴黑色，头和颈淡栗色，宽而长的眉
纹呈白色，一直延伸到头后，极为醒目。雌鸭
上体黑褐色，眉纹白色，但没有雄鸭明显。

今年春天，越来越多的“新朋友”光临玄
武湖，不只是白眉鸭，还有首次在玄武湖内被
拍摄记录到的黑翅长脚鹬，也有罕见的太平
鸟。

“白眉大侠”
首次光临玄武湖

白眉鸭光临玄武湖 鸟类摄影爱好者“云岭人”供图

3月28日，记者从南京大学了解
到，物理学院杜灵杰教授团队在量子
物理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他们
通过自主设计、集成组装的极低温强
磁场共振非弹性偏振光散射系统，在
世界上首次观察到引力子激发，即引
力子在凝聚态物质中的新奇准粒
子。3月 28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在线发表了杜灵杰教授及其
合作者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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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灵杰介绍，引力子和引力波对应，后
者已经被实验所证实，而引力子尚未被直接
观察到。“引力子是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
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如果能证实这种神秘粒
子存在，可能有助于实现两大理论的统一，
这对当代物理学而言意义重大。”

“这一实验工作本身起源于5年前实验
的一个意外发现”，杜灵杰说，当时，理论物
理学家们认为，实验结果可能意味着有分数
量子霍尔引力子。后来，杜灵杰在南大与团
队用了三年多时间搭建新的仪器设备。

“当时国内外没有符合实验要求的测量
设备。因为这个实验对设备的要求极高，而
且看上去自相矛盾。”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南
京大学博士生梁杰辉介绍，一方面，实验需
要极低温和强磁场——温度仅比绝对零度
高约0.05摄氏度，磁场强度要达到地球平均
磁场的10万倍以上，虽然这两个条件可以通

过特殊的制冷机实现；但另一方面，为了开
展光学测量，制冷机上必须安装透光窗户，
这又很容易导致实验温度上升，机器振动也
会影响光学测量的精度。

杜灵杰介绍，团队自主设计、组装了一
台两层楼高的“望远镜”，它的各项测量参
数、指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比如可以达
到零下273.1摄氏度的极低温度和约10特斯
拉的强磁场等。依靠这一利器，团队成功在
砷化镓半导体量子阱中观察到分数量子霍
尔效应引力子，并分别从自旋、动量、能量三
个角度确认了相关实验证据。

据了解，全球关于引力子的研究，一直
是物理学界的终极问题之一；如证实引力子
的存在，将是颠覆当代物理学乃至整个科学
领域的巨大突破。南京大学的这项工作中，
首次观察到的引力子模是引力子在凝聚态
系统中的“投影”。

“物理需要实验支持，从上世纪30年代
引力子这一概念被提出后，一直没有被实验
验证过。我们的发现，首次在凝聚态系统里
验证了具有引力子特征的准粒子，也为拓扑
量子计算的分数态验证奠定了实验基础。”
杜灵杰说，物理作为基础科学，它的发展过
程往往是从观念的革新，进而推动整个技术
的发展。这一重大发现，也对理解全新的关
联量子物理以及实现拓扑量子计算机的运
行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这一极具挑战性研究成果的发表，意味
着南京大学杜灵杰教授团队在这一前沿领
域迈出了重要一步。“一晃我回国也五年了，
2023年我们与合作者在Nature上发表了激
子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工作，今年这篇也属
于分数量子霍尔效应领域。未来，我们团队
将继续深入研究引力子物理，期待更多量子
前沿领域的新发现。”杜灵杰说。

扫码看视频

长江公祭活动现场，市民放飞气球、敬献鲜花，寄托对故人的思念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杜灵杰教授（右）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施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