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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总统拉希德5月9日在巴格达
宣布，成功收回该国100年前借给英国的
约6000件文物。

拉希德当天在巴格达国际机场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收回文物体现了伊拉克
人保护文化遗产的热情，“我们将继续追回
被掠夺、被盗窃和被走私到国外的文物”。

拉希德日前访问英国并参加英国国
王查尔斯三世加冕仪式，在此期间促成了
文物的最终回归。

2021年，伊拉克政府成功从美国收回
约 1.7 万件被掠夺的文物，这是伊拉克收
回流失文物最多的一次。 据新华社

伊拉克从英国收回
约6000件文物

5月10日，西藏技师学院学生直播展示师生制作的手工艺品。
当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技工（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在西藏技师学院举办。来

自西藏7个地市和4所技工（职业）院校的214名学生和职工报名参赛。2022年，西藏
自治区新增技能人才7000余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00余人。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

国家移民管理局 5 月 11 日发布公
告，自5月15日起实施全面恢复实行内
地居民赴港澳团队旅游签注“全国通
办”、口岸快捷通关等4项调整优化出入
境管理政策措施，进一步保障便利中外
出入境人员往来，促进服务对外开放。
4项政策措施包括：

一是全面恢复实行内地居民赴港
澳团队旅游签注“全国通办”。

内地居民可向全国任一公安机关
出入境管理机构提交赴香港、澳门团队
旅游签注申请，申办手续与户籍地一
致。

二是实施内地居民申办赴港澳地

区探亲、工作、学习证件“全国通办”。
内地居民因探亲、工作、学习，以及

因就医、诉讼、处理财产等事由拟前往
港澳地区的，可向全国任一公安机关出
入境管理机构提交与申请事由相应的
探亲、逗留和其他三类签注申请，申办
手续与户籍地一致。

三是调整在澳门就读的内地学生
逗留签注有效期。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对赴澳
门高等院校就读的内地学生，签发的逗
留签注有效期由最长不超过1年，调整
为与其在澳门就读的学习期限一致。

四是全面恢复口岸快捷通关。

在1月8日恢复毗邻港澳口岸边检
快捷通关的基础上，按照疫情前做法和
标准要求，允许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
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
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
民来往大陆通行证（5年有效）、一年多
次有效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持外
国护照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外国电子
护照及6个月以上外国人居留许可的外
国人；在定期国际航班上工作的中国籍
机组人员和可免签入境或已办妥1年以
上（含）乘务、任职签证或居留证件的外
国籍机组人员可经边检快捷通道通行。

据《北京晚报》

15日起全面恢复口岸快捷通关
全面恢复内地居民赴港澳团队旅游签注“全国通办”等措施同时实施

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学管理局5月10
日证实，英国首批体内含有三人脱氧核糖
核酸（DNA）信息的三亲婴儿已经诞生。
这是在监管环境中、线粒体捐赠治疗
（MDT）背景下于英国出生的首批三亲婴
儿，婴儿数量少于5名。

线粒体病属于母系遗传，一旦母体存
在缺陷，婴儿也会受到影响。英国人类受
精与胚胎学管理局强调，目前线粒体捐赠
治疗仍处于早期阶段，只有极有可能将严
重线粒体疾病遗传给子女的人才有资格
接受线粒体捐赠治疗。

从基因上讲，三亲婴儿会有两个母
亲，但是捐赠线粒体的“母亲”和孩子的遗
传联系较少。这些孩子体内绝大部分的
DNA（超过99.8%）依旧来自他们的父母，
但还有大约 0.1%的遗传物质来自线粒体
捐赠女性。

英国不是借助MDT诞生第一个三亲
婴儿的国家。2016年，美国医生为一名携
带线粒体突变的约旦女性实施了相关治
疗，世界上首例三亲婴儿在墨西哥诞生。

据新华社

英国第一批
三亲婴儿诞生

5月 10日，参赛选
手在比赛现场展示自己
的参赛作品。

当日，第九届全国
饭店业职业技能竞赛小
吃专项赛在河南省济源
市举行开幕式。为期3
天的小吃专项赛吸引了
全国各地百余名参赛选
手，“大厨”们大显身手，
同台比拼。
新华社记者 李梦娇 摄

小吃专项赛

美味大比拼

2023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
将达到1158万人，其就业情况广受社会
关注。记者 5 月 10 日从智联招聘获悉，

《2023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已发布。
《报告》显示，在就业去向方面，单位

就业比例上升，自由职业比例下降。根
据今年 3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面向应届毕
业生的问卷调研显示，2023 届毕业生选
择单位就业的比例从去年的 50.4%上升
到 57.6%，慢就业比例也从去年的 15.9%
上升到18.9%。与此同时，选择自由职业
的比例从去年的 18.6%下降到 13.2%，选
择国内继续学习的比例从去年的9.3%下
降到4.9%。

对于企业类型的偏好，国企仍是毕
业生首选，占比46.7%，较去年上升2.3个
百分点，且连续三年呈上升态势。选择
民营企业的占比为 12.6%，较去年下降
4.8个百分点，连续三年呈下降态势。

从期望就业行业来看，《报告》显示，
应届生对IT互联网热度依旧，制造业成
为新选择。数据显示，2023 届毕业生期
望 去 IT/通 信/电 子/互 联 网 的 比 例 为

25%，较去年小幅回升 0.9 个百分点，与
2021年基本持平；汽车/生产/加工/制造
的占比为8.1%，较去年上升2个百分点。

《报告》认为，国家倡导制造业要向高端
迈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在政策扶持
下，毕业生对汽车/生产/加工/制造的偏
好也有明显提升。

对于毕业生期望的就业城市等级来
看，一线、新一线城市是毕业生首选，高
学历毕业生对新一线更青睐。数据显
示，对于毕业生期望的就业城市，一线及
新一线占比均为30%，二线、三线分别占
比 26.7%、10.2%，四线、五线占比则均不
足2%。从学历来看，硕博毕业生对新一
线的偏好更明显，占比 40.5%，较偏好一
线的占比高出9.2个百分点，且高于总体
10.5个百分点。

薪资福利仍是求职首要关注点，毕
业生对稳定性的偏好持续提升。数据显
示，薪酬福利占比69.3%。稳定性的占比
为40.7%，排名第二，较去年上升4.5个百
分点，连续三年呈上升态势。

据《成都商报》

《2023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出炉

国企仍是首选 制造业成新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