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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洛阳】“不欠薪老板”
毛昝听春节前续写诚信，贷款千
万发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
法解释，明确“恶意欠薪”入刑法
律适用标准。榜样释放正能量，
法律凸显震慑力。破解“讨薪
难”，需要法律和道德合力，引导
和惩戒并举。我们有一个共同心
愿：农民工兄弟都能及时足额领
到血汗钱，回家过好年！

本报讯（记者 姜春晖）作为隋代
重要的国家粮仓之一，回洛仓到底有多
大？我市文物工作者昨日证实：35.5万
平方米，能储粮3.55亿斤！

回洛仓位于隋洛阳城北3.5公里处
（今瀍河回族区瀍河乡小李村、马坡村
西），是隋炀帝于大业二年（公元606年）
设置的国家粮仓。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瓦岗农民起义军攻破此仓，并
以此为据点进攻洛阳城。隋亡后，唐吸
取隋亡教训，在洛阳城内新建含嘉仓，
回洛仓被废弃。

回洛仓被遗弃后，其形制和面积
也渐渐被遗忘，只在史籍中留下只言
片语。如《隋书·食货志》记载：“炀帝
即位……始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
万人。徒洛州部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
大贾数万家，以实之。新置兴洛及回洛
仓。”《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炀帝大
业二年十二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
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为配合大运河申遗，去年年初起，
市文物工作者对回洛仓进行了新一轮
勘探发掘。此次勘探，基本明确了回洛
仓的形制及面积：整个仓城由管理区、
仓窖区、道路和漕渠组成，城墙宽3米；仓
城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355米，呈长
方形；仓窖排列东西成行、南北成列，非
常整齐。经推算，仓窖数量大约为 710
座，如果按每座仓窖能储放粮食50万斤
计算，回洛仓储粮总量将达3.55亿斤。

昨日记者在回洛仓遗址考古发掘
现场看到，市文物工作者已清理出仓窖
2座及周边12座仓窖的开口位置。“从目
前清理出的仓窖来看，所有仓窖大小基
本一样。”回洛仓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

责人王炬说，这些仓窖开口现距地表深
1.1米至1.3米，窖口内径10米、外径17
米，深10米，规模较大。

王炬说，修建仓窖时，首先应在生
土上挖一个外径16米至17米、内径10
米至12米，宽约3米，深1.5米至2米的
环形基槽，将基槽夯打成坚实仓窖口。
然后，在夯打的仓窖口内挖一深10米、
口略大于底的缸形仓窖，用火将仓窖壁
烤干，然后涂抹一层青膏泥，再铺设一
层木板，在木板上铺一层席，最后存储
粮食。

市文物工作者在仓城内还发现了
道路遗址 2 条。其中，东西向道路长
1000 米、宽 28 米；南北向道路长 355
米，宽40米。道路上有明显被长期碾压

的痕迹，应是当时在仓城内运送粮食的
车辆留下的车辙痕迹。而且，从路上土
的厚薄及车辙痕情况看，道路使用的时
间应该不是很长。

此外，在仓城的西侧、南侧，也发现
了部分漕渠，据此可推断仓内粮食是通
过漕运进入仓城的。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吕劲松
昨日表示，此次对回洛仓大规模发掘，
不但为我国大运河申遗提供了重要依
据，对研究隋代洛阳城的兴建、仓储情
况及我国储粮史等也具有重要的价
值。

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355米，约有仓窖710座，可储粮3.55亿斤

为配合大运河申遗，市文物工作者对回洛仓进行了新一轮勘探发掘

隋代国家粮仓多大？35.5万平方米

老刘感觉很幸福，因为让他高兴的
事很多。

老刘名叫刘勇发，今年54岁，在西
工区道北三路的一个农贸市场卖菜。

2009 年，老刘的儿子刘峰峰从湖
北一所大学毕业。儿子学有所成，让全
家人高兴了一阵子，但紧接着老刘的心
事就来了。咋？工作不好找。

打工的活找了一个又一个，但刘峰
峰都不满意。“我想自己干，俺爸刚开始
说中，但后来又说恐怕不行吧。”刘峰峰
说。

“钱从哪儿来？”老刘很支持儿子的
想法，但没有启动资金，这事也只能说
说而已。

2011年年底，我市出台《洛阳市小
额贷款支持全民创业实施办法》，将自
主创业、自谋职业的小额担保贷款额度
提高到10万元。

去年年初，刘峰峰抱着试试看的想
法到人社部门一打听，得知贷款对象分
为三大类，其中第一类就包括大中专毕
业生。

办理了相关证明，做出了项目规
划，贷款很快就办下来了。刘峰峰用贷
款开了一家广告喷绘店。“政府为咱老
百姓解难题，这事儿咋能不美？”谈到儿
子的生意，老刘笑着说。

缓解创业难，是我市民生改善攻坚
战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我市民生
改善攻坚战业绩不俗，创业难、上学难、

看病难、住房难等多个方面，都得到了有
效缓解，人民群众的满意率不断提高。

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
地认识到，民生改善工作离群众期盼还
有不小距离：创业岗位开发还不足以稳
定就业形势；教育资源不均衡，办学水
平存在差距；城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优质卫生资源 80%集中在城市，农村
卫生人才匮乏，乡镇卫生院严重缺编，
服务能力不强；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缓
慢，隐性问题较多，项目单位对保障性
住房建设重视不够。

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不容易，但
不是没办法。市委十届九次全体（扩
大）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给出的办法
是——用活市场。

坚持分类指导，把事业和产业分

清，把公益性与经营性辨明，从而实现
事业与产业统筹发展、协调发展、一体
发展、全面发展，而最核心的一条，就是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凡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职能，该政府
兜底的公益性、事业性服务，政府不仅

“一分”都不能少，而且更要尽力而为办
好。

凡是市场能够办的经营性、产业性
领域，都要放心、放手、大胆地交给市
场，让社会力量办学校、办医院、办住
房、办养老，让市场参与真正成为破解
民生难题的“金钥匙”。（下转02版）

——贯彻落实市委十届九次全体（扩大）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综述之九
本报记者 李三旺

民生改善，为百姓撑起“幸福伞”

一场不断推进的民生改善攻坚战，
点亮刘峰峰们的幸福生活。福民的“真
金白银”从何而来？用活市场！

“政府包打天下”的时代早已过去，
改善民生，不能靠政府全“买单”、财政
全“兜底”。市场是最佳的资源配置平
台，是社会财富竞相涌流的源泉，也是
破解百姓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的“金
钥匙”。

相信市场是前提。凡是市场能够
办的经营性、产业性领域，都要放心、放
手、大胆地交给市场，让社会力量进入

民生领域，让市场激发发展活力。
完善市场是关键。初到市场“试

水”，政府需“扶上马，送一程”，顺利送
入市场航道；遇到市场“失灵”，政府要

“该出手时就出手”，做好调控、搞好统
筹，让“两只手”协调运作。

福民找市场，“民生鲜花”将会盛开
在“市场沃土”上！

福民用好“金钥匙”

本报讯（记者 李东慧）今年牡丹文化节期间，将举办
2013中国（洛阳）国际牡丹高峰论坛，这也将是我国首次举
办国际级牡丹论坛。昨日下午召开的第31届牡丹文化节
筹备工作例会，透露了这一消息。

本次高峰论坛以“现代科技与牡丹产业发展”为主题，
由中国花协牡丹芍药分会、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市政府共同
举办，将于今年4月9日至11日在我市举行。届时，将有来
自美国、加拿大、德国、荷兰、以色列等国的牡丹研究专家，
与国内的牡丹科研机构专家学者一道，共商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助推牡丹产业发展等话题。

市委农工委负责人表示，该论坛之前仅在美国和德国
举办过两次，今年首次在我国举办。目前，论坛活动正在征
集相关论文，近期将开通论坛网页，广邀国内外相关领域专
家和企业来洛参加活动。

市领导刘应安、尚朝阳、杨炳旭等参加昨日的牡丹文化
节筹备工作例会。（相关报道见02版）

刘应安等参加牡丹文化节筹备例会

中国（洛阳）
国际牡丹高峰论坛
牡丹文化节期间举办

省内最大保障房项目——中电阳光新城项目一期、二期工程 记者 潘郁 摄

目前已清理出的一座仓窖 记者 鲁博 实习生 潘立阁 摄

勘探发掘现场

朝鲜称将进行更高水平核试验
中方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

国 内▶▶ 06版

国 际▶▶ 07版

昨日，在隋唐洛阳城“一区一轴”项目标志性工程——
天堂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工地上，工人们正在安装青白石雕
制的石辟邪。今年牡丹文化节，天堂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将
部分对外开放，10月总体对外开放。

“天堂”2010年6月正式开建，目前主体已完工，第一、
第二、第九层正在进行内部装修。 记者 潘郁 摄

今年，全国113个城市
开展PM2.5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