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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需要，推动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农
事历书——《夏小正》的诞生。尽管后世多有增
补修改，但它所记录的农时与二里头遗址所在的
洛阳地区十分相近，有专家认为，它的历史溯源
很可能不晚于夏代。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也表明，二里头文化时
期，先民很可能已掌握科学的农业管理方式，能
根据天象合理安排农业生产，从而防灾避损，提
高农作物产量。

夏禾丰裕为夏王朝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不竭
动力，使社会分工变得愈加清晰和精细，二里头
遗址内青铜器、绿松石等手工作坊的发现，说明
当时的城市中已有大量专门从事手工业的人。
考古专家认为，这座占地3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
都邑，对粮食生产和管理有着非同一般的巨大
需求。农耕文化支撑起了夏王朝的建立，进而
为 中 华 民 族 文 明 与 历 史 的 持 续 发 展 奠 定 了
基础。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实习生 卢杨然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通讯员 张瀚
月）23日，记者从市文物局获悉，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近日公布的202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
奖获奖名单中，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获得历史
环境中的创新设计奖，是唯一的设计奖获得
机构。

202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评审团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文化部领导的7位
国际保护专家组成。评审团成员来自亚太地区，
专业背景包括考古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设
计、博物馆学和建筑遗产保护等。

评审团认为，在面积广阔的二里头遗址上，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用巧妙的设计解决了所
面临的文化阐释方面的问题。例如，受考古发现
的夯土宫殿群的启发，博物馆选择了夯土等传统
建筑材料，并采用富有光泽的铜作为主要装饰材
料。此外，博物馆的文物空间展示为参观者提供
了沉浸式体验，增强了观众对遗址内涵的整体
理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
奖设立于 2000 年，旨在表彰个人及机构在保护
或恢复区域内具有遗产价值的建筑、场所和不动
产方面取得的成就，以鼓励个人及机构参与或通
过公私合作保护本地区的文化遗产。

近日，洛阳牡丹花灯非遗传承人魏增产带领团
队制作完成的“一夜鱼龙舞”主题灯组在2024上海
豫园灯会惊艳亮相。（如图）据悉，这是今年豫园灯会
的首灯。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缤纷多彩
的鱼群汇聚成游龙回旋之姿，游走在飞檐斗拱之间，
重现了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所描绘的元夕灯会
繁华之景。“一夜鱼龙舞”主题灯组一经亮相，就备受
关注，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的《大鱼海棠》。

魏增产介绍，“一夜鱼龙舞”主题灯组共由 400
多个鱼灯构成，其中最大的将近4米长，最小的约80
厘米长，形态各异，色彩万千，行走其间仿佛置身鱼
群汇集、星汉灿烂的梦幻之地。

豫园灯会1995年首次举办，至今已举办28届，
是上海标志性新春文化活动。今年10月，灯会承办
方相关负责人辗转联系到魏增产，在看到他此前的
作品后直呼：“真找对人了！”之后，便放心地交由魏
增产来完成“一夜鱼龙舞”主题灯组的制作任务。

今年60多岁的魏增产30多年来潜心研究洛阳
牡丹花灯的传承与制作。在看到设计草图后，魏增
产的第一反应是：“这灯做出来绝对漂亮，但要想收
到预期效果，对工艺的要求也相当高。”

魏增产介绍，花灯制作包含下料、焊接轮廓、裱
糊布料、画图上色、设置声光电等多道工序，每一个
环节都不能马虎。花灯骨架所用的铁丝既要保证
有足够的支撑力，又不能太重，走丝时要间距均匀，

确保造型匀称流畅，能够更好呈现鱼儿的动感。
在裱糊环节，布料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要平

展，裱糊接口要平整精细，确保在亮灯后呈现出哑光
高级感。喷色的色彩饱和度要高，同时要确保光源
穿透后不失色。“我们前期实验时，用的布料太薄，亮
灯后从外面看，光源处是明显的亮点，这就不合格
了。理想的状态是亮灯后花灯整体亮度保持一致。”
魏增产说。

魏增产和美工陈德江等团队成员经过两个多月
的反复摸索，制作的花灯最终通过验收。他说：“为
避免运输过程中损坏，我们把花灯依次悬挂在集装
箱内，底部还铺上了棉被。”

前不久，“一夜鱼龙舞”主题灯组正式亮相第29
届上海豫园灯会，迎接2024年新春的到来。工作忙
碌的魏增产特意让妻子前往上海，他说：“我去不了，
你替我去看看，可得多拍些照片和视频。”

眼下，魏增产正忙着为 2024 年洛阳灯会作准
备。“龙年肯定离不开龙，还有汉服主题、风起洛阳主
题，我和团队要在新年给大家一个惊喜。”话音刚落，
魏增产就忙起了手中的活儿。

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洛阳花灯
亮相上海豫园灯会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尹红磊）红色教育，再次启程。22
日，我市“永远跟党走”学党史红色研学工作推进会在洛阳日报
社举行。本次活动由市教育局等单位主办，洛阳日报社整合营
销中心、市社会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等单位承办，来自社会科
学、基础教育、党史研究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及教育工作者共120
人齐聚一堂，共话红色研学。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专家表示，在
新时代、新征程、新教育的大背景下，红色研学有着突出的教育
属性，是爱国教育的重要载体和红色文化传承的生动课堂。

多位教育界人士表示，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
朽，中小学要加强释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育实践内涵，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补
好学生的精神之“钙”。

红色研学，传承薪火。洛阳日报社已成为洛阳红色资源重要
的记录者和传播者，下一步，将深入挖掘李翔梧革命事迹展览馆、
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馆、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等优质的红
色教育资源，持续拓展红色研学实践，积极引导青少年乐学党史、
善学党史、学懂党史，争做听党话、跟党走的新时代好少年。

“永远跟党走”学党史红色研学工作推进会召开

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22日，洛龙区石油社区邻里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冬
至”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志愿者们一大早就来到现场分工
合作包饺子，并把包好的饺子送往辖区17户独居老人、困难
群众家中。其间，不少辖区居民也来到邻里中心，听讲座、吃
饺子、拉家常，现场一片欢声笑语。类似的温馨场景，在全
市各地不断上演。记者从市文明办了解到，为广泛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文明、友善、幸福、宜居的人民城
市，我市日前启动“洛城有爱 暖心有我”文明实践活动，号
召全市各地在“双节”前后广泛开展送关爱、送祝福、送温
暖活动。22日，全市15个县区围绕“包饺子 送温暖”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辖区群众度过了一个欢乐祥和
的冬至。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通讯员 陈志强 摄

饺子飘香过冬至 文明相伴暖如春

12月26日，是地铁2号线开通运营两周年纪念日。洛阳地
铁准备了多项活动和精美礼品，等待乘客参加。

202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4 年 1 月 20 日，使用支付宝乘
地铁可享优惠。在活动期间，乘客使用支付宝，点击“出行”—

“地铁”，在相关界面领取地铁的特定皮肤。使用支付宝乘车，首
笔消费可享受一折优惠，第2笔、第3笔享受五折优惠。

12 月 26 日 9:00—12:00，“娜娜服务品牌窗口”将在地铁
2 号线龙门高铁站揭牌，并举行文艺会演、乘客答题等活动，现
场向乘客发放礼品。另外，参与拍抖音视频等活动，满足条件可
领取洛阳地铁文创奖品、《洛阳轨迹》文创手册。

洛报融媒记者 蒋颖颖 通讯员 张博琛 闵雪

地铁2号线开通两周年

使用支付宝乘地铁可享优惠

日前，洛阳市第六届“厚德杯”中小学轮滑校级联赛在定鼎
门小学精彩举行。本次比赛由市教师发展中心、市青少年体育
训练中心主办，来自全市各县区120支代表队的781名选手参
赛，其中专业组有55支代表队323名选手参赛，业余组有65支
代表队 458 名选手参赛。比赛按照选手年龄分为少年甲组、
幼儿乙组等6个组别，涵盖4岁至14岁的少年儿童。

洛报融媒记者 孟山 李卫超 通讯员 涂晓洛 摄

“轮”动青春“滑”出精彩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项

文 明 实 践 在 行 动

昨晚9时18分，满载着洛阳各界群众捐赠的衣物、木炭等
救灾物资的大货车，在我市众多志愿者期待的目光下，从望
春门街与爱同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启程，驶往甘肃灾区。

冒着寒风在现场指挥装车的该中心负责人白英平说，这
批救灾物资有棉衣 14470 件、军大衣 300 件、保暖内衣 200
套、电热毯300床、新毛呢大衣20件、木炭1000箱和市民捐
赠的一批新衣物，她将和我市4名志愿者一起，再次跟随这
批物资前往灾区，保证把这批物资发放到灾民手中。

据悉，这是该中心第二次将收集到的洛阳市民捐赠的救
灾物资运往地震灾区。21日，该中心已向甘肃省积石山县大
河家镇周家村运送了5000多件爱心棉衣、2000箱木炭、200
床棉被、150件军大衣和棉鞋、鸡蛋、粉条等价值80000多元
的物资，9000多元运费是由爱心企业和市民共同筹集的。

设在望春门街与展览路交叉口的与爱同行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是在洛龙区民政局登记的民办非企业组
织，以多次参与助残、助医、助困等慈善公益活动在我市
有一定影响。爱心市民可与该中心联系协调捐赠事宜，
联系电话 13783121420。 （段卓奇）

心系灾区，“与爱同行”昨晚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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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纪录片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寻古中国··寻夏记寻夏记》》梳理夏王朝发展脉络梳理夏王朝发展脉络

二里头文化崛起二里头文化崛起，，
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

22日、23日，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寻夏记》第二
集、第三集分别以“夏迹寻踪”和“夏禾丰裕”为主题，从
考古工作者发掘的遗迹线索中，梳理夏王朝的发展脉
络，追溯夏朝先民的“农耕密码”。

“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夏朝在公元前2070年建
立，存续大约470年。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一代代考古
工作者从嵩山脚下的登封王城岗遗址追寻至禹州瓦店
遗址、新密新砦遗址，再到二里头遗址，夏王朝的历史轮
廓逐渐清晰。

新砦遗址主体的使用年代距今约 3900 年至 3800
年，历史存续期恰好与二里头文化诞生时间相衔接。据
古代文献记载，夏启的儿子太康在位时荒淫无度、不理
朝政，最终被来自东夷部落的后羿趁机夺权。后羿篡位
后，太康的母亲和他的5个兄弟逃到洛河，在岸边等待
太康归来。

二里头遗址就坐落在嵩山北侧的洛河之滨。考古
发现证实，各地文化在这里交流融汇，这里的礼制传统
又向八方辐射传播，考古学界将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
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夏王朝建立前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
石峁遗址等，规模很大，但它们的文化分布范围有限。”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在纪录片
中提到，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则较为广泛，包括河南
全境、山西南部等。

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山西、陕西、安徽、湖北等省陆
续发现近800处二里头文化遗存，它们是华夏第一王朝
控制范围的考古实证。

夏朝先民兼容并蓄，广泛吸收周边文化因
素，最终缔造出东亚大陆第一座深具王朝气象的
大型都邑。一个核心文化强力辐射的广域王权
国家在此诞生，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一个全新时
代。考古学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崛起，是
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重要标志。

有考古学家认为，在 4000 年前的全球性气
候危机下，古老的中原大地得以保留文明的火
种，与农业生产不无关系。

考古发现，粟（即小米）是夏朝先民广泛种植
的农作物。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中的酒液残留，
证实 3800 多年前水稻已经出现在中原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
赵海涛介绍，从对酒液检测的情况看，当时用得

最多的酿酒原料是稻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科研人员对从二里头遗
址提取的5万多粒植物种子进行鉴别、筛选，发现
其中水稻的比例竟然超过了粟。

除了数量庞大的水稻，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
近万粒炭化的稻谷基盘。“稻谷基盘是连接谷粒
和稻秆的部分，会在人工脱粒的过程中脱落。”
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钟华介绍，它的大量
出现，往往跟稻谷的加工有关，说明在遗址或遗
址周边曾种植过为数不少的水稻。

在二里头遗址，考古专家不仅发现了水稻和
粟，还有黍、小麦、大豆等植物的种子，可谓“五谷”
齐备。专家认为，这些成为夏朝先民生存发展必需
的粮食保障，也进一步推动了二里头文化的崛起。

二里头文化向八方辐射传播

“五谷”齐备为文化崛起提供保障

先民已掌握科学的农业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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