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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山清水秀的“最美锦

屏”，更是实干担当的“奋进锦屏”。

锦屏巍巍清风来，洛水滔

滔祥和起。宜阳县锦屏镇位于

锦屏山下、洛水南岸，紧临洛阳

市区，是宜阳县城区三大镇之

一，也是宜阳东大门。近年，锦

屏镇鼓起拉高标杆的勇气，加

强奋发向上的冲劲，持续夯实

党建堡垒，干群一心凝聚工作

合力，推进脱贫攻坚、文明创建

等工作持续走向深入，以党的

建设高质量促进发展高质量的

生动画卷渐次铺展，为洛阳副

中心城市建设和打造“富美宜

阳”持续贡献“锦屏力量”。

宜阳县锦屏镇

党建引领助脱贫党建引领助脱贫 文明创建展担当文明创建展担当
背街小巷“颜值”提升，垃圾处理高效，社会风

气持续向好……金秋时节，一幅以“文明”为底色
的高质量发展画卷在锦屏大地上铺展。

近年，锦屏镇以省级文明村镇创建为契机，加
快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开展丰富多彩的创建活动，
建设美丽宜居新环境，培育文明健康新风尚，谱写
了一曲曲文明、和谐、充满活力的乐章。

党员冲锋在前，弘扬社会正气。锦屏镇一手
抓思想阵地建设，一手抓文明氛围营造，利用主题
党日、传统节日等节点，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
义、传统美德教育等系列活动，教育和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春节、七一等重大
节日，镇领导班子成员带队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
带去组织关怀与温暖；组织全镇5000余名党员干
部群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献礼国庆；组织机关干
部开展文明骑行、文明出行活动，提升机关干部人文
素养，以每月“4＋X”型主题党日为契机，号召党员
干部积极参与到“清洁家园”行动中来，营造干净整
洁的居住环境，提升文明创建水平。

丰富文化活动，树立文明新风。编纂完成90
余万字的《锦屏镇志》，传承历史文化传统。组织送
春联、网上祭英烈、重阳敬老等活动，开展“红色轻
骑兵”、快乐星期天、广场舞、电影乡村行等文化活
动，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要。开展“讲文明树新风”

“文明餐桌”活动，3年来共评选出省、市、县、镇级道
德模范 1200 余名。开展送电影下乡活动共 276
场，送戏下乡12场，送文艺下乡共6场。积极组织
群众参加身边好人、五好家庭、星级文明户、五美庭
院等评选活动，引导广大群众在卫生习惯、交往礼
节、尊老爱幼、遵守公德等方面践行精神文明公约。

升级基础设施，提升志愿服务。借助“农村环
境集中整治和基础设施提升”活动，对农村基础设
施进行提升。购置垃圾车21辆、垃圾箱235个、垃
圾桶7300余套、洒水车1辆，农村垃圾实现集中收
集、集中清运。累计投资 5000 余万元，用于修建
道路、改厕、污水治理、背街小巷改造、堤坝建设等
民生工程，创建完成省级文明村镇1个，市级文明
村镇6个，县级文明村镇14个。成立包含5000余
名志愿者的 27 支志愿服务队，开展“雷锋就在身
边”、清洁环境卫生等各类志愿服务。组织机关志愿
者一百余人次在路口协助交警疏导交通。组织法
律知识宣讲团深入农村各中小学进行法律法规、禁
毒知识、青少年防溺水宣传20余场次，听课师生达
到2000余人次。

清谈者错失机遇，实干者赢得未来。在决胜
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在今后任重
道远的发展征程中，锦屏镇广大干群将保持奋发
有为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拼搏姿态，永远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奋力谱写“绚丽锦屏”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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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群齐心协力
添彩文明创建3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锦屏镇紧紧抓住发展机遇，打造

美丽乡村，发展特色产业，解决好持
续稳定脱贫问题，精准脱贫成效显
著，乡村居民生活持续改善，幸福感
进一步提升。

工作合力更足。锦屏镇充分发
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提升村
党员干部为民服务意识，强化对党的
建设、精准扶贫、信访维稳、环境污染
防治及美丽乡村等中心工作的督查，
使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镇财政配
套3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扶持村级
集体项目发展以奖代补，做到“有章
理事、有人管事、有钱办事”。

乡村环境更美。2017年以来，锦
屏镇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拆除违法

建筑210余处；新建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3处，文体活动广场9个共计7000
平方米；硬化道路26公里，美化墙体
97500平方米，新建桥梁3座；栽植各
类绿化树木20余万株，安装路灯300
余盏，完成村庄主干道两侧、文体广场
的绿化、亮化、美化工作。其中，山底、
周村全力创建美丽乡村市级示范村，争
创省级文明村。今年以来，山底村结合
自然资源条件和历史文化特色，打造民
俗农耕文化馆、村史陈列馆、见鹤湖、杏
花林、特色采摘园、窑洞民宿等集农耕
文化展示、观光休闲、采摘体验、亲子
娱乐于一体的特色民俗农耕文化园。
同时，锦屏镇引入3家物业公司，对全
镇卫生保洁工作进行分区域公司化管
理，使美丽乡村之花持久绽放。

产业带动更强。锦屏镇整合扶
贫资金推动产业扶贫，形成锦屏特色
产业带，其中马窑花椒、河下秋彤桃、
金果梨、杨店石榴、南营核桃、山底和
周村采摘园等沟域经济产业发展形
成规模，壮大村集体经济，为群众脱
贫奠定坚实的产业增收基础。借力
中国诚通集团对口帮扶，促进了苗村
蔬菜大棚、扶贫车间建设，成功打造
了综合性电商物流园区项目。截至
目前，园区已安置周边人员135人就
业，其中吸纳锦屏镇贫困户32人，旺
季日订单量可达到6万单，网络月交
易额达900万元。

目前，锦屏镇贫困发生率已降至
0.74%，贫困村退出率100%，顺利通
过市级初审和省第三方评估验收。

发展特色产业 决胜脱贫攻坚2

党建有力量，发展才能高质量。
打赢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场
硬仗，尤其需要巩固基层战斗堡垒。

近年，锦屏镇党委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按照河
洛党建计划全面提升年工作要求，
切实开展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
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创业
致富带头人，强化党组织建设基础
保障，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带头作用，促进各项任务
落实。

抓好阵地建设，夯实基层堡垒。

2017年以来，锦屏镇累计投入700万
元抓好党建阵地建设。新建漫流、流
水沟2个村室，提升改造乔岩、高桥、
焦家凹等8个村室，对全镇23个行政
村党群服务中心实行统一挂牌并完善
村级值班制度，全面建成“三新”讲习
所和“党建书屋”，并结合“两学一做”
工作安排，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和
脱贫政策宣讲。以“逐村观摩、整乡推
进”活动为抓手，在各村室配备远程教
育系统、电脑、打印机、空调等设备，不
断提升村级阵地软硬件水平，提升基
层党建水平。

抓好组织建设，巩固党建基础。
围绕“选干部、配班子、聚人才、提素
质、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思路，抓
好村“两委”和村监委会换届工作，把
品德好、威望高、能力强、愿奉献的农
村能人调整充实到村班子中来。积
极抓好党员发展工作，严把发展关
口，加强教育培训，合理优化结构。
持续抓好软弱涣散和后进村整顿工
作，使原有的“软弱涣散”党支部顺利
通过退出验收。

抓好责任落实，提升工作质
效。按照党建引领、“三治”并进、服
务进村工作思路，牢固树立党委
书记抓基层党建的第一责任，健全
党建责任落实机制，通过党建专题
会议、现场会、党建知识竞赛及讲
座、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等形式狠
抓工作落实。组织全镇34个党支部
党员分批次到机关上党课，充分利用
各支部“三新”讲习所开展各类党课
宣讲。利用“聚焦锦屏”微信公众号
平台，及时推送党建工作信息，确保
党员群众第一时间接收新理论、新知
识、新部署。

基层党建的扎实推进，让每个
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堡垒，让每
名党员都成为一面旗帜，为锦屏镇
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开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

抓实党的建设 夯实组织堡垒1

锦屏镇志愿服务队开展清洁家园行动锦屏镇志愿服务队开展清洁家园行动

举办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举办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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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是历史文献里中国出现的第一个王
朝，也是中国王国时代的开端。但关于夏王
朝的面貌，仅靠有限的文献资料难以深入地
揭示。61年前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对于破解
这一难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日，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考
古学会夏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郑州大学教
授张国硕接受本报专访，从学术角度深入分
析二里头遗址的价值与意义。

推动夏史研究进入“二重证
据法”时代

“文献资料中的夏代历史均为后人所编，
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研究夏史十分重要，
因此需要通过考古发掘来验证文献记载。”张
国硕说，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使我国的夏史研
究从单纯依靠文献材料进行夏史考证，进入
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
时代，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目前，尽管学界对夏代是否存在以及二
里头文化与夏的关系尚存在一些争议，但多
数学者在探讨夏代历史时，都与以二里头遗
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进行紧密联系，涌现
出一大批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张国硕认为，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和二里
头文化遗存的深入分析，可以有效地复原夏
代历史文化面貌。比如，二里头遗址发现的
各类型墓葬，显示出当时已进入等级社会；
规模巨大的青铜作坊遗址和成组青铜容器
的出土，证明当时已进入青铜时代；大型都
城、玉礼器、青铜礼器等遗存，显示出当时已
进入文明社会，存在着强大的国家，形成了

王权和礼制……这些发现，
均为夏王朝的存在提供了
实物依据。

“从地域、年代、文化特
征、社会发展阶段等多方面
综合考察，二里头文化应为
夏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应
为夏代都城，从而证明夏王
朝是真实存在的。”张国硕说。

真实展现当时的社会整体面貌
历史文献记载，夏代有阳城、黄台之丘、

斟鄩、斟灌、原、老丘、西河等都城，但这些都
城的地理位置、具体面貌均不清晰。如今，通
过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研究，专家已经能大
致描绘出当年夏都二里头的整体面貌。

根据二里头遗址系统浮选获得的植物遗
存，研究者复原了二里头时代的农业经济面
貌。如这个时期农作物的主要品种是粟、黍、
小麦、大豆等，以粟为主。发现有碳化大米和
稻穗图案，说明当时种植水稻。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量兽骨标本，说明
了当时的家畜饲养状况。发掘材料显示，当
时的家畜种类主要是牛、猪、羊、鹿、狗等，还
没有家养的马。

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铸造铜器、制作绿松
石器的遗迹与遗物，还发现有制作陶器、骨器
的遗存，说明当时存在专门的铸铜业、制陶业、
骨器和绿松石器制造等手工行业。这里发现
了目前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出土了最早的青
铜礼器群，为研究我国古代青铜手工业提供了
难得的实物材料。从各种迹象分析，二里头遗
址还应有制作玉石器、木漆器的作坊，存在纺
织、缝纫、编织、酿酒、制车等行业。

出土玉器数量丰富、风格独具、工艺精
湛、显示出当时较高的制玉工艺技术。酒器
觚、爵、斝、盉等在墓葬中较普遍地出现，说明
当时酿酒业之发达。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
之间，发现有两道大致平行的车辙痕，两辙间
距约为1米。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车辙
遗迹，把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提前到二

里头文化早期。
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青铜

原料、玉器原料、绿松石原料、朱
砂、印纹硬陶等遗物，并非二里
头本地所产，应是当时通过方国
进贡、战争掠夺、贸易或交换而
来。而海贝的出土，说明当时中
原地区与遥远的沿海居民存在

着某种交往和联系。

有效反映夏代的文化生活状况
张国硕说，都城是文化的汇集之地。有

关都邑文化、礼制文化、埋葬习俗、思想意识
等方面的信息以及文化交流方面的情况，二
里头遗址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这为学界
研究夏代文化生活提供了重要机遇。

二里头遗址漆鼓、陶铃、铜铃、陶埙、石磬
的发现，反映出当时在礼仪活动中对乐器的
广泛使用。

埋葬流行土坑竖穴墓，有棺椁，铺朱砂，
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不见腰坑和殉人现象，
凸显其葬俗的独特性。

二里头人存在万物有灵的观念和祖先崇
拜思想。宫殿区北面发现的多处圆形地面建
筑、长方形半地穴建筑，其性质应为与祭祀有

关的坛或墠，显示出当时都邑祭祀的风貌。
一号、二号宫殿等建筑基址为研究当时的宗
庙提供了素材。

刻画人物像和动物形象、陶塑动物像等
遗物的出土，展示了当时的艺术生活。龙的
形象在二里头遗址中多有发现，如陶刻画龙
纹、陶塑龙、贵族墓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
等，说明当时存在对龙的崇拜。龙形器全长
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
松石片粘嵌而成，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
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十分罕见。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发现于二里头的龙形
器为研究中华民族龙图腾崇拜的发展演变提
供了十分难得的实物材料。

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一些周边考古学文
化的文化因素，如岳石文化的夹砂褐陶和半月
形双孔石刀、下七垣文化的细绳纹鬲、马桥文
化的鸭形壶等。同样，岳石文化、三星堆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等，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二里
头文化的因素。这些现象，为研究二里头居民
的对外文化交流与联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二里头遗址在夏代考古中具有独一无
二性和无可替代的地位，是 20 世纪中国考
古学的重大发现之一和夏代文化研究的‘圣
地’。”张国硕说。 本报记者 刘嘉仪

——访中国考古学会夏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国硕

二里头遗址：夏代文化研究的“圣地”

高 端 访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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