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记者 吴雨
李延霞）17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通知，首套和二套房
贷最低首付款比例分别降至不低于 15%
和不低于25%。中国人民银行还宣布，取
消全国层面首套和二套房贷利率政策下
限，并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根据通知，对于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
居民家庭，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15%，二套

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
例调整为不低于25%。

在2023年8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和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一了全国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下限，
首套和二套房贷最低首付款比例分别为
不低于20%和不低于30%。在此基础上，
此次调整有所下调。

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取消全国
层面首套住房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中国人民银行各
省级分行按照因城施策原则，指导各省级
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根据辖区内各城
市房地产市场形势及当地政府调控要求，
自主确定是否设定辖区内各城市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及下限水平（如
有）。

中国人民银行强调，银行业金融机构
应根据各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确
定的利率下限（如有），结合本机构经营状

况、客户风险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每笔
贷款的具体利率水平。

中国人民银行还决定，自2024年5月
18 日起，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5 年以下（含 5 年）和 5 年
以上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
调整为 2.35%和 2.85%，5 年以下（含 5 年）
和 5 年以上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利 率 分 别 调 整 为 不 低 于 2.775% 和
3.325%。

最低首付款比例下调
房贷利率政策下限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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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玉洁 袁汝婷 林建杰

时隔2000余年，能否看到古人真容？
AI助力下，这一愿望正成为现实。

5月17日，有“东方睡美人”之称的汉
代辛追夫人化身3D数字人，展现在世人
面前。这是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50
周年，在数字化领域的重大应用。

马王堆汉墓是西汉长沙国丞相、轪侯
利苍一家三口的墓葬，是20世纪最重大的
考古发现之一。一号墓出土的辛追夫人
遗体是世界上已发现的保存时间最长的
湿尸，湖南博物院以辛追夫人为原型进行
数字化复原意义非凡。

数字人“辛追夫人”栩栩如生：她呈坐
姿，年龄大约35岁，皮肤肌理清晰可见，毛

发材质高度逼真，服饰妆造根据出土文物
1:1 还原，体型体态甚至手部细节也依据
史料记载和出土时情况复原。

最大限度还原，难在哪？
辛追出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受当时

医学影像设备落后局限，仅对其颅骨进行
了X光片病理检查。

“辛追出土时外形完整，全身润泽，皮
下软组织柔软有弹性，部分关节可活动，
甚至眼睫毛尚存，手指、脚趾纹清晰可辨，
推测其约50岁。”湖南博物院院长段晓明
介绍，出土时面容已肿胀变形和腐败，生
前面貌不得而知。

2002年，湖南博物院曾推出一版辛追
容貌复原像。但受技术局限，这一复原成
果留下了遗憾。

技术支撑和考古研究积累，让更真实
复原有了可能。

“当年留存的影像资料为颅形和面型
判断提供了重要参考。”中国颅面复原专
家袁中标说。

专家团队通过已有的X光片、现场观
察和模型测量计算出头骨结构形状及五
官比例关系，结合现代技术，建构出头骨
的数据模型。

“人像特征千变万化，只有类型相似，
而无完全相同，还需根据多年工作中掌握
的颅面关系规律，反复研究论证和修改细
节。”袁中标说。

如何让“辛追夫人”更生动？超写实
数字人技术来助力。

通过高精度人体建模技术，可还原人

体微小的生物特征，人脸毛孔清晰可见。
“最先复原的辛追约50岁，我们利用

AI绘画、大模型等相关技术，建构出不同
年龄的虚拟数字人形象。”长沙数字鲸鱼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日晖介绍。

复原没有止步。从“活”过来到“动”
起来，可交互版“辛追夫人”AI智能体预计
下半年推出。她会文物讲解和实时对话，
将可带你越千年，聊汉室纷纭。

现代科技加持下，文物研究有温度，
工艺复原有灵魂。

从2000余年前走来，“辛追夫人”可见
可感。敦煌、故宫、三星堆等通过数字化
技术，让众多文物活起来，也让厚重的历
史文化更有触及感。

新华社长沙5月17日电

跨越2000余年！“东方睡美人”辛追AI重现

新华社记者
福建省晋江市13岁肢残少年王同学

的家最近完成了无障碍改造。长期靠轮
椅活动，王同学原本连开个灯都得爸妈帮
忙，如今电灯、窗帘等通过语音或者手机
就能遥控，家里还专门安装了智能监控设
备，爸妈可以放心出门。

小小“黑科技”，让家里变了样，也让
生活有了幸福的模样。王同学如今的生
活日常是我国8500万残疾人同沐暖阳的
缩影。5 月 19 日是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
日，主题为“科技助残，共享美好生活”。
让我们聆听那些爱与奋斗的故事，感受残
疾人事业发展中澎湃的科技力量。

康复身体，恢复希望
“人工耳蜗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已使我

国近90%的听障儿童能够听声学语，进入
普通幼儿园和学校学习。”在5月14日中
国残联举办的助残日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康复是生命的重建，是残疾人最迫切
的需求。近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残疾人精
准康复服务行动，2021 年至 2024 年 4 月
底，全国共有 2769.76 万人次残疾人得到
基本康复服务，531.98万人次残疾人得到
辅具适配服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
率稳定在85%以上。其中，146.31万人次
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基本实现残疾儿
童“应救尽救”目标。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残疾人辅助器具
领域新产品不断面世。

戴上机械手臂，实现“手随心动”；坐
上智能轮椅，上下楼梯来回自如；植入人
工耳蜗，世界再也不是“悄无声息”……科
技感满满的各类辅具，助力残疾人更好自
立生活。

此外，借助科技力量，各地康复服务
愈发精准、高效。

在山东，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纳入助残
“一件事”主题集成服务，线上申请服务流
程进一步调整优化，申请救助更加简洁便
利；

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当地残联为
有迫切需要的残疾人配置“家庭生命体征
监测管理系统”等智能化设备，打造“医院
与家庭同步”的居家康复新模式；

在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当地建立
“物联网+”康复之家，为残疾人提供医疗
健康、康复训练、辅具租赁等服务，实现助
残“智慧化”、服务“管家式”、送康“家门
口”。

融入社会，生活无“碍”
牵着一只既萌且酷的智能导盲犬，在

万众瞩目之下，视障姑娘蔡琼卉安心地完
成了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这是亚残
运会史上首次用智能导盲犬来辅助视障
火炬手传递圣火。

杭州亚残运会期间，“小西”和“小湖”
两只电子导盲犬也在盲人足球比赛场地
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场“上任”。他们
不仅把场馆地图铭记在“心”，还能“听懂”
中英双语指令，自动规划出最优行进路

径。“由它带着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
方向了。”有残疾人运动员感慨。

科技助力之下，残疾人融入社会的方
向更清晰、渠道更宽广，进一步感受到生
活中的魅力和美好。

高德地图研发“轮椅导航”功能，规划
的路线尽量避开台阶和陡坡路段，已累计
提供5000余万次路径规划服务；腾讯视频
开通“无障碍剧场”专区，自动识别通过

“语音读屏”进入的用户，将剧场入口置于
其页面显著位置；一些触觉反馈无障碍技
术将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的震动时
长、频率和强度进行组合，向视障用户传
递差异化信息……

从 2021 年到 2023 年，2577 家与老年
人、残疾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网站和APP进
行了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助力跨越“数
字鸿沟”。

科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逐步
去除着曾经横亘在残疾人面前的各种障
碍，努力践行着“一个都不能掉队”的目
标。

逐梦前行，书写精彩
一位顾客打开无人售货柜成功购买

商品。数百公里外，天津创美助残基地，
听障人士王洪媛、王洪良姐弟俩认真盯着
电脑屏幕，仔细对比顾客收货前后货架商
品变化。鼠标轻点，无人售货柜购物环节
顺利完成。

王洪媛和王洪良都是听力一级残疾，
主要负责审核无人售货柜反馈的视频、图

像、重量等信息，通过比对判断顾客购买
物品的种类、数量，生成商品订单并扣取
相应费用。

“听障人士对图像更敏感，审核速度
也更快。”对于这份工作，王洪媛自觉“游
刃有余”。两人如今只需3秒左右就能完
成一单审核。单量多时每天可以完成
2000多单的审核工作。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改善残疾人生活
状况、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

近年来，中国残联等部门积极开展促
进残疾人就业相关行动。截至2023年底，
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906.1万
人，仅2023年一年就新增54.4万人就业。
特别是伴随着科技创新催生的新产业、新
模式、新动能，诸多新职业随之诞生，残疾
人的就业范围进一步扩大。

直播间里，残疾人主播热情洋溢，回
应着网友的提问；录音设备前，残疾人有
声演播者用声音演绎着一个个动人故事，
开启“声不息、梦不止”的人生新篇；电脑
前，残疾人网店店主用心经营，备货、发货
熟练操作……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新
的支点，许多残疾人实现“云端”逐梦。

当科技“硬核”力量与人文“温情”相
融，越来越多残疾人享受到科技发展的红
利，在人生舞台书写精彩。新华社北京5
月19日电

科技赋能，共享美好
——写在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之际

5月18日，“小小讲解员”在紫檀博物馆工作人员带领下参观国家级非遗项目“紫檀雕刻”。
当日，朝阳少年说非遗“小小讲解员”培训实践首期培训班在北京中国紫檀博物馆开班。这是北京市朝阳区宣传文

化中心联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面向全区青少年群体开展的非遗系列活动，旨在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学习
和了解非遗项目，促进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博物馆里学非遗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记者 彭
韵佳）据国家医保局18日消息，目前已
有22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
了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地家庭共济，9
个省份将于今年年底前实现医保个人
账户省内异地家庭共济。

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是指参保
人在参加了职工医保后，通过办理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将个人账户授
权给已参保的父母、配偶和子女使用，
比如用于支付合规医药费用中的个人
自付部分等。

目前，共济人和被共济人在同一个
基本医保统筹区（通常是同一个地级
市）可以共济；实现省内异地共济是指
共济人和被共济人在同一个省份参保，
但不在同一个统筹区，也可以共济给亲
属。

已经实现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地
共济的地区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江苏、福建、
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
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以及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在河北、江苏
等地，职工参保人个人账户的余额不仅
能共济给省内异地参保的直系亲属，而
且共济的资金还可以跨省使用。

据介绍，浙江、河南、山东、广东部
分实现了省内共济，将于今年年底前全
部实现，安徽、陕西近期很快将实现省
内共济，辽宁、黑龙江、湖北将于今年年
底前实现。

20多个省份实现
医保个人账户

省内异地家庭共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