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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声明·公告
遗失声明 通知 注销公告 启事

遗失声明
●洛阳市洛龙区汁大生煎

餐馆丢失由洛阳宝龙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开具的履约保证金票
据 1份，票据代码：PLDC2016
0002372，金额：5000元，开具时
间：2017年12月27日，声明作废。●王少峰人民警察证丢失，
警号：028492，声明作废。●何兵购买新安县金地置

业有限公司的房子 1幢 2单元
2402号购房合同7份，合同编号:
00-048，丢失1份，声明作废。●智晓丢失由洛阳宝龙商业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质量保
证金收据1份，票据编号：00001
94，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不慎丢失股权出质设立
登记通知书1份，证号：（伊分）股
质登记设字［2019］第35号，质
权登记编号：4103972019000

00035，出质股权所在公司：洛阳
市德象柜业有限公司，声明作废。●编号为U410424572，姓
名为郭祁硕，出生日期为2020年
5月3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微信扫码 一键办理 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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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63217552 15978622266

注销公告
洛阳市连通线缆有限公司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
告。

公 告
洛阳市荣伟置业有限公司

于2020年6月8日申请的编号
为洛房商预宜阳字第1052号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因提供虚假申
请资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现
公告予以撤销。

宜阳县住房保障和房产服
务中心

减资公告
洛阳伟信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将注册资
本由壹仟柒佰肆拾叁万贰仟捌
佰元减为壹仟零伍拾叁万零壹
佰贰拾伍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通 知
李伟锋、谢鹏飞、许建宁：

请你们自本通知见报之日
起 7日内与孟津县房地产开发
公司财务室联系，补缴停薪留职
及中断恢复期间个人应承担的
基本养老、基本失业、基本医疗
保险等相关费用。如逾期，造成
社保被核销等后果，将按相关法
律法规及合同约定处理。

孟津县房地产开发公司

作为国家“十三五”重大
文化工程项目的二里头夏都
遗址博物馆已开馆近 1 年，它
的建成和开放，是中国文化建
设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可以让
更多游客看到 60 余年来几代
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的、能够展
示夏朝社会发展的文物，对于
我们增强爱国主义情怀、增强
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副馆长赵晓军说，这是一座集
中展示夏都文化、二里头遗
址、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成果的专题类博
物馆，是一本立体的、鲜活的
夏代历史书。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是如何体现夏都文化的？近
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道路是城市的骨架和动脉，在对二里头遗址
的探索中，寻找“主干道”是一项重要工作。在考
古发掘中，二里头遗址的考古人员先是发现了

“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后又追探出“井”字形道
路网。

如今，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外那些窄长的、铺
着石子的“井”字形小路，就是仿照夏都道路形制铺
设的。

考古人员是如何发现夏都的道路状况的？根据
勘测记录，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在2号宫殿基址东侧探明了一条
南北向大路，当时追探出 200 多米，因麦田浇水终
止。20多年后，新一代考古人员在已经发黄的图纸
上找到这一线索时，预感这条大路是揭开夏都中心
区布局的一把钥匙。

21 世纪初，考古队循着此线索不断向南北追
探，最终确认这条南北向大路长近 700 米。当
时，有老乡说他家地里的小麦长得不好。考古人
员根据田野考古常识推断，这很可能是因为地下
有质地细密的夯土建筑基址，导致土壤结构异常
所致。

经过钻探，结果出乎意料，阻碍地下水下渗的遗
迹不是夯土建筑，而是坚实的路土。考古队员顺藤
摸瓜，发现居然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路，与之前宫殿区
东侧大路垂直交叉，主干道的十字路口找到了，被考
古人员称为“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随后，第三条
和第四条道路也相继被找到。至此，夏都中心区纵
横交错的“井”字形道路网重见天日。

本报记者 刘嘉仪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孟山 通讯员 王三河）“考试很顺利，感
觉还不错！”15日17时40分许，在洛一高考点门前，结束化
学考试的考生小睿向母亲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显得很是
轻松。中招首日，全市8.7万余名考生在74个考点顺利参
加考试。

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是今年中招考试的一大
特点。15日清晨，距离第一门考试科目语文开考还有1个
多小时，考生们就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洛一高考点外的
等候区排队等候。7时50分前后，考点入场通道打开，大
家有序接受体温测量后入场，整个过程快捷高效。经过上
半年的开学演练，以及考前各个学校组织的相关入场演练，
考生们已对整个流程“驾轻就熟”。

中招考试首日，我市在各考点执勤的1850余名民警迅
速进入“战备状态”，开展临时交通管制，疏导考点周边车
辆，严禁机动车、电动车鸣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市招生考试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我市各部门的通
力配合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中招考试首日各项工作
平稳顺利。该负责人提醒，近期我市天气阴晴不定，请陪考
家长随身携带伞具以备遮阳、避雨。

中招考试首日
各项工作平稳顺利

昨日在洛阳市第八中学考点考生有序入场 记者 张光辉 摄

近日，洛龙区古城街道办事处开展小区违建集中拆除
行动，针对部分业主私搭乱建侵占公共区域等违法违规行
为“亮剑”，全力整治违建。

前期，该街道党工委对辖区私搭乱建现象进行摸排和
分析研判后，召开违建拆除动员部署会，制订违建实施集中
拆除行动方案，并成立拆违工作小组，全力推进拆违工作。
通过逐户排查并下达限期违建拆除通知书，动员违建业主

“自拆”，提高居民对拆违行动和相关法规的认识，赢得居民
的理解和支持。有的违建业主认识到私搭乱建的危害，考
虑到个人利益应服从公共利益，进行了“自拆”。对限期未
整改的居民，街道办联合城管执法部门，在物业配合下，集
中进行拆除。截至目前，古城街道办事处共出动90余人，
钩机2台，清运车辆2台，拆除违建108处。

今后，该办事处将继续推进辖区各小区拆违工作，做
到“拆、清、管”相结合，督促社区加强监督，实行规范管
理、科学管理、长效管理；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保持高压
态势，巩固拆违行动成果，杜绝新的违法乱建现象，共建
美丽家园。 （王楠 冯金园）

近日，在汝阳县小店镇车坊村党建家风馆里，村民带
着孩子利用空余时间参观，学习模范人物故事、认识老物
件。该村利用党建家风馆，通过让村民学习、分享模范人
物故事、优秀家庭故事，来传承好家风、好家训，做好乡村
文明守护者。 记者 李卫超 通讯员 李其帅 摄

家风馆里传文明

立体鲜活的夏代历史书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博物馆外的“井”字形小路
仿照夏都道路形制铺设

博物馆的建筑设计
融入众多夏都文化元素

二 里 头 夏 都 遗 址 博 物 馆 副 馆 长 赵
晓军告诉记者，该博物馆设计团队在设
计 之 初 ，就 把 众 多 夏 都 文 化 元 素 融 入
其中。

比如，二里头遗址所在位置是一个天然
台地，为了体现这一特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
物馆的建筑外形被设计成中央高、四周低，高

低错落。由低到高的建筑外形，体现了礼仪性
的空间序列，中央隆起的台地，象征着华夏第一

王都中心。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造型也不是方正

且规则的，博物馆整体布局中央隆起，向东西南
北四个方位充分延展、辐射，象征二里头文化在
中华文明总进程中的核心引领地位。该馆还与
二里头遗址考古现场相呼应，蜿蜒的建筑边界则
暗示着二里头的文化内涵不断得到揭示的动态
过程。

如果从空中俯瞰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整
体形象就像“盘龙”，最高处的中央大厅隐喻方
形的“龙头”，向四周延伸的部分则像“龙身”和

“龙尾”。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主入口也有巧妙的设

计。这样说您可能更好理解：站在井底向上看，看到
天空应该是圆形的外廓，而站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
物馆的主入口抬头看去，天空的外廓就如同二里头
遗址一号宫殿的形制。

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中央大厅，能看
到大厅中间偏东处有一个紫铜装饰的电梯房，其顶
端形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铜爵。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内的清水坡道是受年轻
人喜爱的“网红”打卡地，该坡道俯瞰造型就像二里
头遗址出土的玉器牙璋。

站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最顶层的回廊上，
能够一览博物馆周边景象。在这里，也有一处体现
夏都文化元素的细节——支撑体采用三柱结构而非
单柱，这种形式来源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多进院落
或四合院式宫殿建筑群。

编者按

近日，二里头遗址保护和申遗
专家座谈会在市文物局召开。这标
志着二里头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工作启动。二里头遗址是经考古学
与历史文献学考证的夏文化遗存，
是我国考古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遗
址，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本
报今日起开设《走进二里头 探秘夏
文化》栏目，将考古人员 60 余年来
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成果、对夏文
化的探索成果，以及二里头夏都遗
址博物馆的建设过程等进行详细展
示，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
自觉，在助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
二里头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
把历史文化内容“讲清楚”，让历史
文化资源“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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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拆除违建
共建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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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最直接体现夏都文化
的地方，当然是它的名字。

去年省编办同意将原二里头遗址博物馆筹建
处正式更名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消息一
出，立即引发网友热议，话题集中体现在“夏都”二
字上，主要问题有两个——到底有没有夏代？二里
头遗址是不是夏代的都城？

关于前一个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
李伯谦曾在2019年举办的“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
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过阐述——夏代在
司马迁的《夏本纪》及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均有提及，
但是长期没有得到考古学的实证。随着偃师二里
头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等遗址的发掘，考古学资
料与历史文献相互结合证实了夏王朝的存在。

如今，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已经60余年。考古
发掘成果显示，二里头遗址的面积约为300万平方
米，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它的中
心区有“井”字形道路系统、宫城城墙、宫殿区、中轴
线布局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大型祭祀场所、铸铜作
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青铜礼器群等，是一座布局
严谨、规划有序的大型都城遗址。

这个大型都城遗址是不是夏代都城呢？对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
海涛有着自己的理解。

首先，二里头遗址是一处史无前例的王朝都城
遗址，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
代约为距今3800年至3500年，是中国最早出现的
核心文化，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中华文明总
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这是考古学上可以确认的二
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内涵和重大价值。

同时，文献史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夏王朝是中
国的第一个王朝，主要活动于公元前 2070 年至公
元前1600年的中原地区。从年代、地域、社会发展

阶段、文化特征等多方面论证，“二里头遗址是夏
朝中晚期的都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是

目前为止关于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的
历史属性的最佳方案。

博物馆名称中
“夏都”二字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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