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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发布

国家林草局尧自然资源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叶国家公园空间布局

方案曳遥
方案确定在全国遴选出 49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袁 包括已正式设立的 5

个国家公园袁陆域 44 个尧陆海统筹 2 个尧海域 3 个袁总面积约 110 万平方公

里袁其中陆域面积约 99 万平方公里尧海域面积约 11 万平方公里遥 国家公园

候选区充分衔接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生态工程袁其中袁青藏高原布局 13 个

候选区袁形成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袁总面积约 77 万平方公里袁占国家公园

候选区总面积的 70%遥
长江流域布局 11 个候选区袁 黄河流

域布局 9 个候选区袁 将对长江大保护尧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

支撑作用遥 这 49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全部

建成后袁中国国家公园保护面积的总规模

将是世界最大遥
甘肃广电总台全媒体记者院
王光义 黄昕鹏 李亚军
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黄河甘肃段防洪工程全面竣工投入运行

据甘肃省水利厅消息袁黄河甘南州玛曲县段防洪工程日前通过竣工验

收袁标志着黄河甘肃段防洪工程全面竣工验收投入运行遥
黄河甘肃段防洪工程是国务院明确的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

之一遥 工程涉及甘肃省甘南尧临夏尧兰州尧
白银 4 个市渊州冤15 个县渊区冤袁共治理黄河

干流岸线 327 公里袁 概算总投资 33.97 亿

元遥 工程投入运行后袁沿岸农防尧城防分别

达到 10 年一遇至 100 年一遇设防标准袁
将有效保护甘肃省会兰州和白银市靖远

县尧临夏州永靖县袁以及沿岸 317 万城乡

群众和 53 万亩耕地尧草地防洪安全遥
甘肃广电总台全媒体记者院焦健
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最新数据表

明，调水调沙实施 21 年来，黄河下游

主河槽平均下切已达 3.1 米。也就是

说，随着调水调沙持续实施，黄河“地

上悬河”的历史正在被改写！

黄河流经黄土高原。黄土高原土

层深厚，土质疏松，地形破碎，夏秋暴

雨集中，因而，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

最大的河流。“黄河斗水，泥居其七”，

泥沙淤积使下游河床不断抬升。为了

束缚河道，人们只好不断加高堤防，黄

河成为“地上悬河”，两岸人民头顶犹如

放置了一个硕大的水盆。

解决黄河淤积，是中华民族千年夙

愿，也是世界级难题。新中国成立后，水

利专家们殚精竭虑孜矻探索，终于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找到了妙方———修建

系列大型水库进行调水调沙。“调水调

沙，就是通过‘人造洪水’，形成连续的

泄流冲力，把淤积在河道及水库中的泥

沙尽可能多地送入大海。”水利部黄河

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技术

处处长任伟说，“科学家经过大量分析

研究和 300多场实体模型实验，证实了

这项技术的可行性。而成功的关键，是

2001年年底小浪底水库建成运行。”

小浪底水库位于黄河干流最后一

个峡谷的出口处，控制着黄河流域

91%的径流和几乎全部泥沙。2002 年，

小浪底水库启动首次调水调沙试验，其

后，逐渐形成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

先是小浪底水库泄放蓄水，冲刷下游河

道、腾出库容；然后，万家寨、三门峡等

水库依次泄水，接力冲刷小浪底库区泥

沙……

“当河道中的挟沙水流与库区清水

相遇，由于前者的密度更大，挟沙水流

会潜入清水底部继续向前流动，形成

‘异重流’，最后从坝底排沙出库。”黄

河水利委员会河南水文水资源局研究

室主任李圣山解释。仅 2022 年，采用

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黄河在汛前和汛

期就实现了两次调水调沙，小浪底水库

共排沙 1.566 亿吨，输沙入海 0.714 亿

吨。目前，黄河上中游正在加快古贤、黑

山峡等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前期工作，以

持续提升水沙调控整体合力。

21 年来，调水调沙使黄河下游河

道主槽不断刷深，河道主槽最小过流能

力由 2002 年每秒 1800 立方米提高到

目前每秒 5000 立方米左右。“这是一

个了不起的成就。水畅其流、排沙入海，

彻底让‘河淤堤高，人沙赛跑’的千年险

局成为过去！”李圣山的话里透着自豪。

据悉，因为解决了旷世难题，“黄河

调水调沙理论与实践”技术获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黄河水利委员会也因此获

国际水利行业最具影响力的“李光耀水

源荣誉大奖”。

渊马姗姗 谢文 邢宇皓冤

“考古中国”实施 200余项考古发掘

探寻文明源流 坚定文化自信

实证百万年人类史
推进解决人类起源课题

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是“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关注的关键领域之一。不断的

考古新发现，为百万年的人类史提供了

实证。

湖北学堂梁子遗址位于十堰市郧

阳区，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型旷

野遗址。2021 年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对学堂梁子遗址进行了系统的

考古发掘，发现迄今欧亚内陆同时代最

为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近期，学堂

梁子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发现

1 具保存较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

命名为“郧县人 3号头骨”。目前已出露

额骨（包括眉脊）、眼眶、顶骨、左侧颧骨

和颞骨及枕骨左侧，形态清晰，未发生

明显变形，还同时伴随出土大量动物化

石与石制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说，郧县人处

于直立人演化历程的关键节点上，3 号

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

为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是探讨直立

人演化及其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起源

与发展的重要证据。

甘肃白石崖溶洞遗址位于甘肃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加乡。考古揭

示白石崖溶洞遗址已发掘地层主要形

成于中更新世和晚更新世，是青藏高原

目前已知年代最早、有可靠埋藏地层、

出土丰富考古遗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院士陈发

虎说，针对白石崖溶洞遗址早年出土的

古人类下颌骨化石进行体质人类学、古

蛋白和铀系测年分析研究，表明其为至

少距今 16 万年前的丹尼索瓦人化石。

这说明白石崖溶洞遗址是青藏高原上

目前已知最早的考古遗址，也是阿尔泰

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首次发现丹尼

索瓦人化石的遗址。据悉，白石崖溶洞

遗址是目前唯一在东亚发现丹尼索瓦

人化石和丹尼索瓦人 DNA 的旧石器时

代遗址，是青藏高原史前考古的重大进

展，更是国际上丹尼索瓦人研究的重大

突破。白石崖溶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

为探索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的扩散和

高海拔环境适应、丹尼索瓦人及东亚古

人类演化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皮洛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

治州稻城县金珠镇两家村，是一处旧石

器时代旷野遗址。该遗址最重大的发现

是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手

斧和薄刃斧，是目前在东亚发现的最典

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也是

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

技术产品。其上部地层出土的小型两面

器也可能代表东亚稀少的新型旧石器

时代晚期文化。皮洛遗址是迄今青藏高

原发现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好、堆

积连续、文化类型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

代遗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区

发现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填补了该

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

项空白。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

员郑喆轩说，目前皮洛遗址揭露7个连续

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出土各类石制品超

过6000件，地表采集系统记录典型石制

品超过 3000件。皮洛遗址的发现，将有

力推动早期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开发过程、

早期人类适应高海拔环境的能力和探索

东亚手斧的分布与源流、东西方人群迁徙

与文化交流等重大学术问题研究。

相关专家指出，湖北郧阳学堂梁子

遗址的新发现为探讨直立人演化及其在

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起源与发展提供重要

证据；甘肃夏河白石崖溶洞遗址和四川

稻城皮洛遗址的新发现是早期人类进入

青藏高原的最新证据，都是东西方人群

迁徙与文化交流的主要物证。这些考古

发现，不仅刷新了中国既有的考古学认

知，也为推进解决人类起源等世界性课

题提供新的科学依据。

实证一万年文化史
为解决农业起源问题提供新材料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长江下游

的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农业起源的重要

中心，是率先进入农业社会的先行者，是

中华一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

桥头遗址位于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

道桥头村西侧，钱塘江—义乌江支流铜

溪在其东侧由北向南流过。桥头遗址主

体为一处上山文化时期的环壕聚落遗

址。发掘区的东、南、北三侧为人工挖掘

的环壕，西侧被河流冲刷破坏，中部围成

略呈正方形的不完整台地。桥头遗址出

土遗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石器以砾石

石器和磨制石器为主，类型包括石磨盘、

石磨棒、石球、穿孔石器以及石斧、石凿、

石刀等。陶器类型包括大口盆、平底盘、

卵腹罐、双耳罐、壶、圈足盘和杯形器等。

陶器上的乳白彩纹比较复杂，出现了太

阳纹、短线组合纹等图案。上山文化彩陶

是长江流域新石器彩陶文化的重要一

支，也是迄今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

最早彩陶。桥头遗址是东亚地区迄今发

现的年代最早的环壕遗址。这一发现是

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定居生活

走向初步复杂化的重要见证，也是上山

文化聚落考古的一大突破。

兴隆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

县照阳河镇兴隆村东南，地属长城以北

冀蒙交界的坝上高原。该遗址于 2016

年坝上地区区域系统调查时发现，发掘

总面积约 1100平方米。2018 年度田野

工作初步确认遗址面积、堆积类别与分

布情况、绝对年代等。2019 年度田野工

作继续发掘部分房址，了解房屋建造、使

用与废弃过程。遗址二至三期出土大量

植物遗存，有栽培作物粟黍以及野生植

物山杏、大籽蒿、藜等。其中，黍是我国目

前有直接测年数据的最早的黍类遗存之

一，为探讨黍的驯化与早期栽培提供重

要材料。兴隆遗址堆积复杂，发现了大量

能反映其独特文化面貌的出土遗物，其

一至三期遗存及周边其他同类遗址代表

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雷兴山说，以

义乌桥头遗址为代表的上山文化是世界

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还发现了迄今

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彩陶，兴

隆遗址是发现我国目前有直接测年数据

的最早的黍类遗存之一，为探讨黍的驯

化与早期栽培提供重要材料。“距今 1

万多年前，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

代的转折时期。相关考古发现以陶器、农

业、定居为标志，涉及人类演化史上重大

关键点，为解决农业起源问题提供新材

料，证实中华文明是连绵不断的文明。”

雷兴山说。

实证五千多年文明史
揭示早期中国文明的基因

近年来，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国史前

文明化与早期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

程，成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

多项考古发掘填补了多项空白，多维度

揭示了早期中国的文明基因，对研究中

华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

镇。始建于距今 4300 年左右，使用约

500 年后废弃，面积在 400 万平方米以

上，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

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城址。2012 年迄

今，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外城东门址、

内城韩家圪旦高等级墓葬区、城外樊庄

子“哨所”等，除了大量出土遗物外，还发

现了“头骨祭坑”及“藏玉于石”的现象。

外城东门址所发现的内、外瓮城及马面

等遗迹，是国内最早的同类城防设施。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助理邵晶说，考古

发掘的种种迹象表明，皇城台是石峁城

的最核心区域，已具备早期“宫城”性质。

陶寺遗址具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其

中宫殿区是学界重点关注的区域，也是

陶寺遗址都城性质最重要、最直接的物

化要素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历时 5年逐步确

认了陶寺遗址近 13 万平方米宫城的存

在，并较为全面地揭露了南东门址和东

南拐角处的侧门。陶寺遗址宫城内大型

夯土建筑基址的发掘取得重要收获，意

义重大。发掘进一步确认了宫城内面积

近 8000 平方米的最大宫殿建筑的存

在，是迄今史前时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

址。该建筑基址之上发现有 2 座主殿、

东侧附属建筑、中部庭院、东部疑似廊庑

等，其结构复杂，布局规整，史前罕见，当

为中国古代宫室形态的源头。陶寺遗址

宫城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发掘与发

现，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以及早期中国等

重大课题的研究具有推动意义。

施岙遗址古稻田位于浙江省余姚

市，是一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稻

田，初步勘探总面积约 90万平方米。考

古发掘出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大规

模稻田遗存，年代距今约 6700 年至

4500 年。河姆渡文化时期稻田因发掘面

积较小，仅发现少量稻田、田埂、河沟遗

存。施岙遗址古稻田是目前世界上发现

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大

规模稻田，良渚文化的稻田已经出现了

比较完善的路网和灌溉系统，这种大规

模稻田起源年代可能早至距今 6500 年

以上，并一直延续发展。此次发现表明，

稻作农业是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社会

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进一步深化了对

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

进程的认识。

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导下，考古工

作逐步揭开了二里头遗址的多网格式布

局。2021 年以来陆续揭露了多处城市道

路和道路两侧夯土墙，包括宫城北侧道

路上的门道、宫城西部围墙，并发现宫城

西侧道路夯土墙向北延伸 200 余米，据

此推测已知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

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遗址北缘中部首

次发现较为丰富的制陶遗存，出土陶窑、

存泥坑、泥坯、烧土、炉渣、变形陶器、大

量碎陶片以及陶垫、修整工具等，包含了

制陶工艺的多个阶段。宫城西南角发现

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出土

大量骨角质遗物，其中部分存在砸击、切

割、磨制的痕迹，表现了骨角器加工的各

个环节。制陶和骨角器加工遗址是二里

头遗址手工业考古的重要突破。中国社

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说，二

里头遗址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多网

格式的结构布局，是探讨早期国家都城

制度、手工业与社会经济、礼仪与丧葬制

度等问题的重要线索。

岗上遗址位于山东省滕州市陈岗

村，其中大汶口文化城址面积约 40 万

平方米。2020 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对岗上遗址北部居址区和南部墓葬区

进行了考古发掘，总发掘面积约 1000

平方米。岗上遗址是海岱地区发现的大

汶口时期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因其高

等级墓葬的发现及玉器的出土，岗上遗

址的区域中心地位尤为凸显。岗上遗址

考古新发现丰富了对鲁南地区乃至整个

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阶段中心性聚落内

涵的认识，对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说，国家文

物局将持续推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推动把

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逐步还原

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

程，为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供

坚强支撑。 渊王珏冤

2022 年 12 月 28 日从国家文

物局召开的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全国 31 个省份均已将

文物安全工作纳入省级政府年度考

核评价体系。

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督察司

司长陈培军介绍，国家文物局自

2020年开展文物火灾隐患整治和消

防能力提升三年行动以来，取得重

要成果。文物安全责任进一步落实，

全国 31 个省份均已将文物安全工

作纳入省级政府年度考核评价体

系。文物安全防护设施得到加强，实

施文物安全防护工程 1300 余项。文

物安全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全国

28个省份建立省级政府文物安全工

作协调机制。文物安全治理能力明

显增强，多省份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一大批文物火灾隐患得到整改，督

促整改火灾隐患和问题 24 万项，开

展消防安全培训 3.3 万次。三年行动

以来，各地文物消防安全意识明显

增强，安全管理不断规范，重大文物

火灾数量明显下降。

陈培军在回答记者关于“全国

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情况”

的提问时表示，2020 年公安部、国家

文物局部署开展打击防范文物犯罪

专项行动，截至今年 10 月，共破获

文物犯罪案件 4200 余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 9700 余名，追缴涉案文物

9.3 万余件，有力遏制了文物犯罪多

发势头。他还强调：“今年 10 月，公

安部、国家文物局部署开展了新一

轮三年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盗掘古

文化遗址古墓葬，盗窃石窟寺石刻、

古建筑及其构件、盗拓碑刻石刻等

犯罪活动。”

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刘洋

介绍了首届全国博物馆志愿服务典

型案例征集推介活动情况。自今年

国家文物局、中央文明办启动首届全

国博物馆志愿服务典型案例征集推

介活动以来，得到各地高度关注和积

极响应。共受理典型案例申报 139

项。按照导向性、公益性、均衡性、示

范性、典型性、创新性原则，组织专

家，讨论评议，最终遴选 80 项典型

案例。刘洋表示，此次推介活动遴选

公布的典型案例在制度建设、组织管

理、站点建设、活动和项目策划等方

面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引导广大志

愿者积极投身博物馆事业。他说：“下

一步，将结合学习雷锋 60 周年活

动，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博物馆志愿服

务典型案例宣传推介力度，吸引更多

社会公众参与到新时代志愿服务工

作中来，不断提升博物馆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

革命文物司司长岳志勇介绍了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五年成果。经

过五年精心组织实施，《关于实施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要2022
年）的意见》确定的主要任务，以及百

年党史文物保护展示工程、革命文物

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程、长征文化线

路整体保护工程、革命文物主题保护

展示工程、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精品工

程、革命文物宣传传播工程等 6 大

重点项目有力推进、成效显著。组织

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和环境整治

工程 300 多项，公布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片区 37 个，实施长征文物保护

展示项目 500 余项，革命文物保护

状况明显改善。全国革命纪念馆已跃

升至 1600 多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革命旧址开放率达 94%，每年

推出主题陈列展览 4000 多个，“革

命旧址和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日益成

为爱国主义教育、党史学习教育、革

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岳志勇说。

渊李韵冤

文物安全工作已纳入

各省级政府年度考核评价体系

黄河“地上悬河”历史正在被改写
年调水调沙使下游主河槽下切 3.1 米

考古工作者在湖北学堂梁子遗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