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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
员兼新郑工作站站长樊温泉介绍了郑韩
故城北城门遗址考古新发现。“通过对郑
韩故城北城门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清
理出的遗迹有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带车
辙的道路、夯土建筑、城壕、壕沟、排水管
道、活动硬面、踩踏面、瓦砾层以及灰坑、
水井、墓葬等，也揭露出有关郑韩故城城
墙建造体系、城门组织结构、道路年代走
向和城外防御建筑等遗迹，为郑韩故城城
墙遗址公园建设提供翔实的考古资料。”
樊温泉说，“这是郑韩故城考古工作开展
50多年来，经过科学发掘找到的第一个
城门，发掘表明该城门为瓮城结构，布局
清晰，保存完好，这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都

城遗址中实属罕见，填补了我国古代都城
建筑史上的一个空白，对研究中国早期城
市防御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随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马俊才对郑国三号车马坑考古新发现作
了详细汇报。据了解，郑国三号车马坑经
过10个多月的考古发掘，已清理出4辆马
车，122匹殉马。其中一辆鞍车，形制之
大、装饰之豪华，刷新了“郑韩故城”内出
土马车的纪录，专家推测，它应是国君视
察、巡访、打猎、休息所用的安车，因此，
这辆安车也被外界称之为古代的“豪华
房车”。据介绍，在郑韩故城内，目前共
出土了 4辆安车，而这辆是形制最大、装
饰最豪华的，在国内也并不多见。

本报讯 近日，新郑市龙湖镇林锦
店社区“妇女之家”热闹异常，里面充满
了欢声笑语，“绿城妈妈”巾帼志愿者们
正在组织妇女群众开展环保知识竞
赛。社区妇联主席郑香留说：“在这里，
我们在社工的带领下学习环保酵素制
作，大家知道了把厨房每天产生的垃
圾,如果皮、菜叶拿来制作环保酵素，用
于家庭日常的家居清洁、净化空气、个
人健康护理、消除食物农药残留等。如
今，酵素手工皂成了生活好帮手，饮料
盒等‘变废为宝’制作成了社区居民的
生活时尚，‘家庭一平方米小菜园’、家
庭有机芽菜种植走进更多家庭，这些我
觉得特别有意义。”这样的环保方法，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其中。一股
清新的绿色风浸润着家庭生活，绿色滋

养着邻里关系。
“绿城妈妈”社区环保服务项目是

新郑市妇联承担的 2017年郑州市“十
件实事”之一，自项目实施以来，分别在
梨河镇七里堂社区、龙湖镇林锦店社区
开展了垃圾分类、清洁家园、社区绿植、
变废为宝、环保酵素制作等五大行动，
共计开展活动 20余次。通过多形式宣
传、组建“绿城妈妈”志愿者队伍、开展
环保知识竞猜及各类评比等活动，增强
了社区广大妇女和家庭的环保意识，做
到了资源再利用，垃圾减量化，环境清
洁化，邻里和谐化，社区群众幸福指数
得到了提升，推进了新郑生态文明建
设，真正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转化为推动
新时代妇联工作的成效。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张慧芸

本报讯 为践行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新郑市文化繁
荣兴盛，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
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都活起来，12月25日，新郑市旅
游和文物局在市直中学举行“学习践行
党的十九大精神‘文物·文脉·文化自信’
进校园”活动。

活动现场，该局向广大师生赠送了
《游哉新郑》《美哉新郑》《党的十九大报
告》等 300多本宣传新郑优秀历史文化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书籍。随后，该局
文化遗产知识宣讲团成员刘会超以学
习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文物·文脉·文
化自信”进校园为主题，为全校师生详
细讲述了新郑市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相
关的文物保护法律知识，让广大在校师
生对新郑市人文古迹有更加深入的了
解，对保护、传承和发扬物质文化遗产

感到责任重大。最后，广大师生在讲
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了新郑市文化遗
产保护成果及廉政文化展，亲身体验
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切身感受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现场还为
“新郑市文化遗产知识宣传普及试点单
位”进行揭牌。
新郑时报 邓春丽
通讯员 梁永朋 范霖霖 文/图

本报讯 12月 22日下午，新郑市梨
河镇组织开展以“学习贯彻十九大，不
忘初心跟党走”为主题的道德讲堂，全
镇部分党政班子成员、村党支部书记、党
员干部参加了活动。此次道德讲堂共有
自反省、唱歌曲、学模范、诵经典、谈感
悟、送吉祥、敬道德、行善事8个环节。

在诵经典环节，大家共同学习了
十九大的经典语句“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在谈感悟
环节，来自七里堂村的赵根花、燕根祥就
如何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不忘初心跟党走谈了自己的体会。燕根
祥说，这样别具一格的道德讲堂非常不

错，形式新颖，深受鼓舞，作为村组干部，
要做好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带
头抓好学习，带头开展宣传，带头贯彻落
实，把十九大精神提出的新部署、新要求
落实到岗位上、体现在行动中。

本次道德讲堂活动，各个环节处处
紧扣十九大报告主题，将理论讲堂融入
道德讲堂，将十九大精神和道德讲堂正
能量转化为新时代发展的具体行动，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形式宣讲
十九大，让十九大精神听得懂、能领会、
可落实。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刘象乾 高毅翠

新郑市梨河镇举办“学习贯彻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走”道德讲堂

把十九大精神
落实到岗位上体现在行动中

新郑市召开2017郑韩故城考古新发现座谈会

让文物“活”起来 提升文化自信心

12月22日，2017郑韩故城考古
新发现座谈会在新郑召开。本次会议
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中国考古学会、陕西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安徽省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
局考古处、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
西省考古所、湖北省考古所、郑州大
学、河南大学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
加。会议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
院长杨文胜主持。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邓春丽 文/图

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举行“学习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文物·
文脉·文化自信’进校园”活动

体验文化遗产的魅力 坚定文化自信

新郑市龙湖镇林锦店社区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凝聚社区“绿能量”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新郑市旅游
和文物局局长赵舒琪表示，此次郑国三
号车马坑考古工作全过程向公众展示，
观众零距离感知考古，这在河南考古发
掘历史上尚属首次。在考古现场设置有
四面屏显示器，通过考古队员头上佩戴
的小摄像机，可在显示器上看到工作近
景特写，还建有考古发掘体验区，游客观
看真实的发掘后，可在模拟的发掘坑内
亲自动手，拿着考古工具体验考古的乐
趣。截至今年 11月份，郑国车马坑景区
共接待游客 25万余人。通过公众考古，
展示了黄帝故里、郑韩故都的良好形象，
实现了文物惠民的目标，也让郑韩文化
“活”起来，提升了文化自信心。

最后，专家分别就郑韩故城遗址保
护规划与展示利用及下一步的工作等问
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专家们认为，北城门
遗址、郑国三号车马坑的发掘是郑韩故城
考古的重大收获，首次发现战国时期郑韩

故城的瓮城，有助于研究中国早期城市防
御体系，对于郑韩故城城制及当时的丧葬
习俗、社会生活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们建议，郑韩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作为
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下一步要加大工作
力度，制定中长期考古工作规划，加强主
动发掘，转化考古成果，将郑韩故城的城
内布局弄清楚，做好大遗址保护工作，同
时继续开展公众考古，让公众知道考古发
掘的意义所在，加大对郑韩故城考古遗址
的整体保护，以保证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
的可持续开展。

本次座谈会既是郑韩故城考古新发
现的展示，又是对多年来考古工作的总
结和学术研讨，会议的召开将进一步促
进郑韩故城的考古发掘、学术研究与保
护展示利用，将郑韩故城的考古工作推
上一个新的台阶。会议期间，与会专家
还实地参观了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和郑
国三号车马坑考古发掘现场。

加强主动发掘，转化考古成果

专家介绍郑韩故城考古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