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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了解作为八大古都之一的郑州

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进程中的历史文

明、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吗？你想知道那

些穿越时空的“郑州记忆”吗？你想感受

8000年裴李岗文化、5000年黄帝史

诗、3600年不间断城市进程史吗？我们

带你一起“重读郑州”。

大型系列报道之二

学习雷锋 奉献他人 提升自己

街道社区整治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本报讯 为扎实做好我市街道社区整治
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创建
成果，昨日上午，我市召开“迎接全国城
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街道社区整治工
作督导会”，市领导姚待献参加会议。

通报指出，从近期检查的情况看，
依然存在许多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且
有的问题长期无人处理，如一些社区特
别是老旧社区路面长期破损严重、坑洼积
水，社区内一些设施破烂不堪；部分社区
绿化带杂草丛生、维护不到位；一些社区
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垃圾乱堆乱倒；部分
社区环卫设施破损严重，垃圾长年不能及
时清理，这些都严重损害了我市的形象，
与全国文明城市的要求相差太远。

会议要求，各责任单位要针对问题
认真整改，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郑州晚报记者 李爱琴

“零钱女孩”王双双：
温暖别人 快乐自己

23岁的王双双去年不经意间走红网
络，被人称为“零钱女孩”。这个90后女
孩带着自制的“爱心零钱箱”走上街头公
交站点为路人兑换、取用零钱，用一个小
试验折射出城市的文明和市民的诚信。

小试验源自一个打赌，王双双的两位
朋友谈论如果搞一个“爱心零钱（兑换）
箱”，投入一定数目的零钱最后能收回多
少，一人说能收回90%，另一人说60%。

一个多月后，王双双盘点“爱心零
钱箱”账目：开始投入 160 元，有人取走
18 元，箱内最后竟有 785.5 元！这说明
大家不仅在兑取零钱，还有人往箱子里
投钱。

“很感谢有这样一段经历，让我不
断成长，也特别感谢那些讲诚信、有爱
心的人给我坚持下去的动力。勿以善
小而不为，温暖别人，快乐自己。”王双
双说。 郑州晚报记者 潘登

刘艳凯、朱雨乐：
勇少年智救溺水者

面对黑洞洞的冰窟窿和落水者的
呼救声，2 个 12 岁男孩不慌乱，成功救
出 4 个成年人，用实际行动唱响了新时
代好少年的先锋之歌。

今年 1 月 27 日下午，郑州市第六十
六中七年级学生刘艳凯、朱雨乐到西流
湖边玩耍，忽然不远处响起呼救声，循
声望去，冰面破了一个大窟窿，有人在
水里挣扎。在岸上的人束手无策时，刘
艳凯、朱雨乐从附近找来一根3米多长的
塑料管，蹲在离冰窟窿1米多远的地方，
把管子另一端递给落水者。“拉第二个人
时很费力，我们蹲在冰上，使劲往上拉。”
刘艳凯回忆说。两个孩子先后救出4名
落水青年，还拾柴、烧火，给被救的落水
者取暖。 郑州晚报记者 潘登

昨天，持续39天的2013年河南高招
集中录取工作顺利结束，今年，省内外
2230 个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单位）共在
我省录取普通类考生 53.6 万人，河南
普招升学率达 78.2%，再创历史新高。
省招生办主任杨智磊介绍，与往年相
比，今年我省高招录取无论是在数量

还是质量上，均有较大突破。另外，尚
未被录取的考生也不用心急，今年还
有一次上专科的机会，省招生办将在 9
月中旬根据新生的报到情况，安排专
科层次补录。

今年我省提前批共录取新生 38708
人，比招生计划扩招1837人。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备受考生和家长关注的本科
一批录取率明显增加：今年，本科一批院
校共在我省录取新生 51572 人，比招生
计划扩招 2932 人，录取率达到 7.6%，比
去年增加1个百分点。
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实习生 张哲

暑期临近结束，铁路返校学生高峰即将到来。郑州铁路局为学生购票开启绿色通道：自6月23日起至9月10日前（乘车日期）的学生
票预售期由原先的20天延长至30天，12306网站、电话订票、车站窗口、代售点同步发售。 郑州晚报记者 李雪

“新郑大枣甜似蜜”、“渴饮礼泉饥
食枣”，新郑最有名气的就数大枣了，它
甘甜的汁液早已融入了中原人的生活，
在全国乃至世界享有盛誉。而新郑种
枣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8000 多年前
的裴李岗文化时期。

1978 年，在发掘裴李岗文化遗址
时，发现了8000年前的碳化枣核，说明
当时在新郑一带，先民们就已开始种植
大枣。

裴李岗遗址位于郑州新郑市西北
约 8 公里的裴李岗村西，面积约 2 万多
平方米。

1958 年前后，裴李岗村民在耕种
土地时，发现石铲、石斧、石磨盘等遗
物。后又发现其他此类遗物。其中石
磨盘和石磨棒的制作非常精致，引起考
古界的注意。

1978 年到 1979 年，中国社科院考
古研究所和开封地区文管会先后在新
郑裴李岗遗址组织了 3 次大规模的挖

掘，发现了大量墓葬、陶窑、穴居房基等
文化遗迹及石铲、石磨盘、石磨棒、陶
壶、陶碗、陶纺轮、骨针、骨锥等各类器
物，确认该遗址为距今8000~7000年前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而此前，人们所
知中原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
仰韶文化，为距今7000~5000年前。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
发介绍，“带足石磨盘是裴李岗文化最
特别、最典型的标志性器物。锯齿石镰
是农业收割用具，是裴李岗文化最具代
表性的器物。”

“再一个是裴李岗的陶塑猪头等陶
器，是中原地区陶器生产的鼻祖，说明
有可能裴李岗村民已经开始养猪，开始
有了家庭的概念。这些有造诣的陶塑
艺术品，也说明人们有了精神层面的追
求。”顾万发说。

谈到裴李岗遗址，市文物局局长阎
铁成如此阐释，“8000 年前，当地球上
绝大部分地方还处在茹毛饮血的蛮荒

时代，在郑州新郑裴李岗这片土地上，
先民们已经开始安稳的农业定居生活，
他们能够建造半地穴式的房屋，种植粟
类等作物，利用石磨盘和石磨棒给谷物
脱壳，利用陶器加工食物，创造着灿烂
的中原农耕文化。”

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
具的发现，充分证明当时农业生产已是
氏族生活的主要来源。

裴李岗文化的陶器，是中原地区陶
器生产的鼻祖。裴李岗文化陶器的代
表性器物有壶、钵、碗、盆、鼎等日常生
活用具。此时的制陶技术既表现出原
始性，又有其进步性：原始性表现在陶
器形状比较简单，制作也显得粗糙，胎
壁厚薄不匀：但裴李岗文化陶器已是成
型的器皿，它对研究我国陶器的起源发
展以及农业的起源和早期人类社会状
况，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料。
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记
者 尚新娇

2013年河南高招集中录取结束

我省78.2%考生考上大学

“重读郑州”：无论你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郑州老居民，还是移居郑州的都市新人，你对脚下这片土地的亘古与
前世了解几何？在它厚厚的古遗址下，沉积着怎样的金戈铁马、灿烂文明？近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国晚报协会
2013年会长会议上，“郑州：中华民族最早文明之地”引起全国晚报总编辑的极大关注和共鸣，也成为会议之外
热议的话题。郑州，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认知和再次打量。中原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郑州日报》、《郑州晚
报》、中原网、《中原手机报》和所属媒体官博、微信及全媒体集群，今起将开设“重读郑州”栏目，以此梳理作为八
大古都之一的郑州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进程中的历史文明、人文地理、风土人情,以及穿越时空深处的一个个“郑
州记忆”。本栏目将追溯郑州夏商周文化之绝唱，对话8000年的裴李岗文化、仰望5000年的黄帝史诗、追寻
3600年的不间断城市史……历史长河之灿若繁星。栏目将带你重读郑州、发现郑州、认识郑州，激发你热爱郑
州、奉献郑州，找寻郑州人心中最软的情怀，释放郑州正能量，打开历史记忆之窗。“重读郑州”，破译八朝古都历
史宝库的层层密码。古老的城市之光，穿越风尘，照耀未来。

本栏目面向广大市民征集相关素材。你可以将精彩的故事（2000字以内）写好后直接寄给我们，也可以为我
们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会派记者前去采访。栏目刊发文章将结集成书出版，同时我们也征集对本报已刊发过的人文
地理拍成微电影（10分钟以内）的爱心企业和个人。所拍微电影将在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集群播放和报道。

我们期待你的加入，我们需要你的分享。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电话：67655583 邮箱：zzrbszbb@163.
com QQ：15361384 微博：http://weibo.com/zzwanbao 微信：zhengzhouwa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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