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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是第 42 个世界环境
日。我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辛勤
工作在环保战线的同志们表示亲切
的慰问！向为全市环保事业做出积
极贡献的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
意！

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思
前，食后，厉行节约（THINK.EAT.
SAVE）”，旨在使人们意识到粮食消
耗方式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厉行节
约，转变生产和消耗自然资源的方
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确定的
主题为“同呼吸，共奋斗”，旨在释放
和传递“建设美丽中国，人人共享、
人人有责”的信息，激发全社会持久
的环保精神，为改善空气质量，实现
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而奋
斗。

近年来，我市各级、各部门认真
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加快
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环境监督
管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
降，社会公众环保意识明显增强，全
市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好转。2012
年，我市城市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率为88.5%，其中优级天数为43天；
省政府考核地表水责任断面伊河龙
门大桥断面水质综合达标率为
100%，伊洛河汇合处水质综合达标
率为100%；城市集中饮用水源地取
水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在 100%。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
我市环保形势依然严峻，环境质量
的提高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仍存在较
大的差距，生产方式粗放，大气污染
物排放量较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欠账较多，生活污水直排、工业废水
偷排等问题依然存在。今年年初，
全国大范围出现连续多天雾霾天
气，再一次警醒我们，在加快经济建
设的同时，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推进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创建和碧水蓝天工程，
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环保格局，努力实现不
以牺牲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科学发展。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八大精
神，围绕建设美丽洛阳的战略目标，强力推进碧水、蓝天、宁静、清洁、节
能、生态建设等6大类728项工程，重点实施扬尘治理、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整治、拆除燃煤锅炉、涉重金属企业治理等四大专项战役，着力解决
群众关心的重大环境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在大气环境治理
方面，要全面完成以扬尘整治、机动车尾气整治、拆除市区不符合要求
的燃煤设施、工业污染源治理、搬迁淘汰关闭污染企业、清洁能源入市
等工程为重点的6个方面38项任务，确保主要污染物SO2、NOX排放量
分别比2012年下降3.5%和7.47%。在水环境治理方面，要全面完成以
污水管网建设、污水处理厂建设、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整治、涉重金属
企业整治及废水深度治理、垃圾渗滤液污染治理以及两河一渠（涧河、
瀍河和中州渠）环境综合整治为重点的6个方面93项任务，实现城市区
污水管网全覆盖、生活污水全收集，地表水出境断面水质达标率超过
80%，饮用水水源取水水质达标率保持在100%，COD、NH3-N排放量
分别比2012年下降3.3%和4.4%。

建设美丽洛阳，是688万洛阳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全市各级、各
部门、各单位的共同责任，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同心协力。全市各级、
各部门要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底线，本着对人民负责、
对后代子孙负责的态度，按照属地管理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严格落
实“六个不批，三个严控”的要求，严把项目准入关，加强建设项目环境
管理，坚决杜绝未批先建、违规生产等环境违法行为。要不折不扣落实
产业规划和规划环评要求，用倒逼压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要下狠心、动真格，抓好日常监察，严格责任追究，重拳整
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要加大环保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加快污水处理
厂、集中供热供气等环保工程建设，弥补硬件“欠账”，为经济发展争取
更多的环境容量。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绿色理念和环境保护的宣传教
育，扩大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提高全民环保意识，营造更加
浓厚的环保氛围。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建设生
态宜居美丽家园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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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后期，由于隋唐大运河水量
逐渐减小，漕运效率下降，粮窖大多
废弃，含嘉仓的利用率也大为降低，
宋末战乱被废弃。

市大遗址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我
市入选大运河申遗项目之一的含嘉
仓160号仓窖遗址，因保存有大量的

炭化粮食而出名。因此，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考古发掘结束后，市文物
部门就对其进行了保护展示。

此次，为更好地对160号仓窖进
行保护展示，助力大运河申遗，我市
启动了含嘉仓 160 号仓窖保护展厅
改建工程，将原有的保护棚拆除，再

建一座钢架结构保护棚。
该负责人说，新的保护棚为独栋

式布局，力求全面展示含嘉仓城的基
本格局。目前，改建工程已进入收尾
阶段，预计月底完工。

本报记者 姜春晖 通讯员 邓新
波

含嘉仓：深埋地下的隋唐传奇
含嘉仓遗址位于老城区北部，是隋

唐时期的国家粮仓，发现于20世纪70年
代，出土有铭砖、生活器皿、炭化粮食等遗
物。其中，此次入选大运河申遗的含嘉仓
160号仓窖遗址，位于老城区古仓街，该仓
窖以保存有大量的已炭化粮食而出名。

目前，160 号仓窖保护展厅改建工
程正在收尾，预计月底完工。

若问起含嘉仓的具体位置，恐
怕大多数人只能含糊地回答：位于
老城东北古仓街附近。

日前，我们沿环城北路来到
古仓街，看到一道斜坡通往洛阳
车辆段的大门。沿坡道上行，眼
前出现一扇铁门，大门附近有一
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含嘉仓遗
址”。走进院子，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处大型仓窖遗址。该遗址就
是入选大运河申遗的含嘉仓 160
号仓窖遗址。

20 世纪 60 年代末，焦枝铁路
动工兴建。在兴建机修车间时，含
嘉仓遗址被首次发现。“起初，我们
还以为发现的是八角形墓葬。”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史家珍说，但快
挖到底儿的时候，发现了铭砖，依据
上面的文字信息，经考证为古代的
粮仓。

后来，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
深入，一座大型唐代仓城遗址渐
渐展现在人们面前：该遗址共发
现仓窖 287 座，它们东西成排，南
北成行，排列有序。遗址南北长
700 多米，东西宽 600 多米，四周
有城墙和城门，内部有十字形道
路，由仓窖区、生活管理区和漕运
码头区等组成。

含 嘉 仓 是 唐 代“ 天 下 第 一 粮
仓”。含嘉仓又叫含嘉仓城，东西宽
612 米，南北长 710 米，总面积 43 万
平方米，是隋唐东都城的重要组成部
分。唐代建立后，基本沿用了隋代的
广通、黎阳、太原等仓，同时又增置了
几处粮仓，其中最大的就是含嘉仓。

史家珍说，原来位于洛阳城北

的回洛仓，曾是李密、李世民攻打洛
阳时争夺的焦点，后因城外粮窖被
占据，洛阳终因严重缺粮而被攻
破。为了增强粮仓的守卫能力，并
保证特殊情况下洛阳城内的粮食供
应，唐王朝从隋末战乱中吸取教训，
采取了变革措施，将含嘉仓建于都
城之内。

同时，唐王朝还规定，东都洛阳
以东的租米都先集中在含嘉仓，再由
含嘉仓通过陆路运至陕州，含嘉仓因
此成为全国最大的粮仓。

据有关史料记载，唐玄宗天宝八
年(公元 749 年)，全国主要大型粮仓
的储粮总数为 12656620 石，含嘉仓
就有5833400石，占了将近1/2。

1971 年，在报请国家文物局批
准后，含嘉仓考古发掘正式开始。
此次共发掘了5个仓窖，其中160号
仓窖是重点，因为它还保存着一部
分粮食。

经发掘，发现含嘉仓遗址内的仓
窖形制基本相同，基本为口径12米，
最大的口径约18米、深近12米，最小
的口径约 8 米、深约 6 米，均口大底
小，呈圆缸形。而且，仓窖的选址也
十分讲究——地势较高，土质干燥，
水位低，利于储粮。

令考古人员惊叹的是，当考古人
员挖开160号仓窖上面的土层时，发现
里面保存的粮食仍然粒粒分明，糠是
糠，米是米，一吹，只剩下米粒，只是颜
色有所不同，有的为棕色，有的则明显
发黄。后利用仪器检测，发现这些粮
食颗粒48%被炭化，52%是有机物。

更让考古人员意想不到的是，当
时考古人员在仓窖的木板缝隙中，发
现了一些谷子样的颗粒，取出来后第
三天竟然发芽了。后送到原洛阳农
科所培养，第二年竟长到膝盖高，还

结出了果实！
“之所以能保存得如此好，在于

其独特的建仓方法。”史家珍推测，当
时人们修建含嘉仓仓窖时，先将挖好
的仓窖用火烘干，并把草木灰顺势摊
在窖底，上铺木板，木板之上铺席子，
席上垫谷糠后再铺席子；窖壁也照此
处理，即先用两层席子夹一层糠，里
面装粮食，边装边往上升。到离地面
半米处铺层席子，席子上一层糠，糠
上又是层席子，然后封土，一个粮窖
才算完工。

曾为“天下第一粮仓”藏在深闺人未知

160号仓窖展厅改建工程月底完工

政务要闻

■ 昨日，全市公开工作现场会在西工区召开。会议提出，虚
心学习好的经验,认真落实上级要求,努力回应群众期盼,务求
形成长效机制,积极引进社会监督，努力做好党务政务公开工
作。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郭丛斌参加会议。（李三旺 黄雅楠）

■ 昨日，我市开展2013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能大比武
活动，来自全市农产品安全检测系统的14支代表队28名队员参
加。市政协副主席王亦丁参加活动。 （白云飞 王高潮）

本报讯（见习记者 白云飞）昨日，在收看收听全省安全生产电视
电话会议后，我市召开专题会议，决定从即日起至本月底，在全市开展
安全隐患大排查。

会议强调，各有关部门要立即研究制订排查方案，做到不留死
角、不留盲区；要落实责任，夯实基础，认真履行监管主体责任；企业
要加大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当前，要全力抓好尾矿坝
主汛前隐患排查治理、危险化学品行业整顿等重点工作，加大对劳动密
集型企业、安全生产监管薄弱单位和环节的排查力度，全面消除物的不
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的不健全制度，确保全市安全形势持
续平稳。

副市长张世敏参加会议。

我市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

3日，本报以《高考临近，请建筑
工地夜间“歇歇脚”》为题，呼吁建筑
工地按规定错峰施工，给高考考生
营造安静、舒适的夜间休息环境。3
日晚，本报记者对部分建筑工地进
行走访。

部分工地仍在夜间施工
3日，家住涧西区的范女士致电

本报新闻热线 66778866 称，天津路
与湖北路交叉口附近的工地，夜间施
工，机械噪声特别大，影响居民休息。

当日22时20分许，记者在天津
路与湖北路交叉口西南侧的建筑工
地看到，一辆大型履带式挖掘机正向
停靠在旁边的载重货车上倾卸建筑
垃圾，发出的声响和挖掘机的轰鸣声
混杂在一起，在深夜显得格外刺耳。

附近一家商店的店主告诉记者，

1日深夜，有人开始清运这里的建筑
垃圾，“他们有时忙活到深夜，有时干
到次日凌晨，吵得根本睡不着”。

22 时 40 分许，记者来到江西路
中段。满载土方的载重卡车不时地
从一建筑工地驶出，卡车发出的声响
沉闷、刺耳。走进工地，数台大型挖
掘机正在进行土方作业。现场一名
工作人员称，这里是第四设计院的高
层住宅楼项目。当被问及土方作业
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时，该工作人员支
支吾吾地说：“顶多干到零点。”

随后，记者拨通 12369 环保热
线。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在了解完情
况后表示，将通知施工方立即停止土
方作业。然而，直到23时30分记者
离开时，施工现场依然机械轰鸣。

22 时 40 分许，在新区的另一路
记者接到市民投诉电话，反映恒和国

际会展中心工地噪声不断，而且工地
的照明光线太强，无法入睡。随后，
记者来到位于开元大道的恒和国际
会展中心工地看到，安装在塔吊上的
照明灯几公里外都清晰可见，工地北
侧水系对岸为长兴华苑小区。工地
门口，一辆接一辆水泥罐车停靠在慢
车道上卸载混凝土，发出噪声。

市民呼吁工地“别出声”
5月30日晚，本报记者分多路对

我市建筑施工工地进行暗访，发现郑
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综合楼项
目、中迈·红东方广场项目工地以及
滨河北路打通工程夜间施工，噪声扰
民。5月31日，市环保局执法人员暗
访时，对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综合楼项目、中迈·红东方广场项目
工地存在的夜间噪声污染问题，表示
将予以处罚。

3日晚，本报记者再次来到这几
家“问题工地”。

22 时 05 分许，在郑州大学附属
洛阳中心医院综合楼项目工地，围墙

外的混凝土输送泵被罩子裹得严严
实实，也没有工程车辆往来进入。然
而在围墙之内，灯火通明，钢筋敲击
的响声较为刺耳。工地工作人员
称，他们目前正在扎绑钢筋框，并采
用倒班制实现通宵作业。该项工序
预计持续两天，此后将进行水泥灌浆
作业。

随后记者来到中迈·红东方广
场，工地大门紧闭，一片漆黑，没有进
行施工。

22 时 30 分许，另一路记者来到
滨河北路下穿定鼎立交桥建设工程
现场，工地一片漆黑，没有进行施
工。然而，4日凌晨3时许，本报热线
接到玻璃厂南路附近居民的电话，反
映滨河北路工地上又开始施工，噪声
特别大。市民王先生表示，还有两天
就要高考了，希望施工方能够暂时调
整工期，错峰施工，也希望职能部门
加强监管，共同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
的休息环境。

本报记者 李迎博 姜春晖 本
报见习记者 白云飞

高考在即，咋就管不住工地“大嗓门”？

“各位村民请注意，目前，我村
东河河水已经升至红色警戒水位
线，请大家立即转移至村小学避
险。”昨日上午9时，汝阳县付店镇
泰山村的防汛大喇叭传出防汛演
练预警信息。这是今年我市开展
的第一次大规模防汛演练。（如图）

目前，我市防汛和山洪灾害
防御系统已在山洪灾害重点防治
区实现全覆盖，防御范围涉及11
个县（市）区的 128 个乡镇，防汛
工作可实现“视频到乡、音频到
村、监控到点、预警到人”。

本报见习记者 白云飞 通讯
员 陈亚辉 文/图

■ 昨日下午，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沈庆怀带领相关部门
负责人，到瀍河回族区检查防汛工作。沈庆怀一行先后到二广
高速瀍河站积水点、安居路雨水泵站、启明南路雨水泵站等地，
了解防汛措施落实以及物资储备情况。沈庆怀指出，汛期来
临，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全面落实各项防汛措
施，提前做好危房、危窑排查等工作，完善防汛应急预案，确保今
夏安全度汛。 （李三旺）

洛阳防汛：

视频到乡 音频到村
监控到点 预警到人

保护工程效果图 见习记者 刘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