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记者从高新区了
解到，高新区内 12 条道路有
了名字。这些名字延续了以
植物名称命名的传统。

其中，文竹街西起创新大
道，东至楠竹路，北邻梧桐街，
南邻化工路辅道（规划路
名）。楠竹路北起茂竹路，南
至化工路辅道（规划路名），西
邻红松路，东邻玉竹路。玉竹
路北起梧桐街，南至化工路辅
道（规划路名），西邻楠竹路，

东邻须水河西路。茂竹路北
起须水河西路，南至文竹街，
西邻红松路，东邻玉竹路。

蔷薇街西起凌霄路，东至
长椿路，北邻新龙路，南邻红
桦街。碧荷路北起玉莲街，南
至莲花街，西邻须水河东路，
东邻西四环辅道（规划路名）。

另外，还有凌霄路、碧荷
路、红莲街、玉莲街、紫藤路、
锦葵街、八面神街等道路。
记者 鲁慧

高新区新命名12条道路

■告知

郑 州 高 新 区 ，美 丽 的
地方。

我今天不说生态廊道的
高端大气，也不说雕塑小品
的巧夺天工，单是道路的名
称，就处处体现着匠心独
运。光听路名，我都醉了。

郑州高新区的道路，南
北道路一般称为“路”，东西
道路一般叫做“街”，个别短
而窄的小街道命名为“里”，
而且基本都是按照道路两侧
所种植物命名。在郑州高新
区行走起来，单是看两侧的
道路牌，就别有一番情趣。

称为“街”的道路，从南
到北，主要有梧桐街、合欢
街、冬青街、玉兰街、国槐街、
枫杨街、芍药街、翠竹街、莲
花街、枫香街。

称为“路”的道路，从东
到西，主要有白杨路、水仙
路、垂柳路、云杉路、长椿路、
腊梅路、文竹路、红松路、牡
丹路、碧桃路、石楠路。

当你驱车行驶在枫杨
街，或者流连于垂柳路，当你
骑行于莲花街，或者徜佯于
水仙路，你不用专注两边鳞
次栉比的高新技术企业厂
房，也不用刻意欣赏两边的
花红柳绿，只是看着路名，就
会觉得很美。

我觉得，最美的也许不
是这些大路的名称，再给您
说几个，是不是觉得美到了
心底？红枫里、桃花里、丁香
里、龙柏里？

听着这些路名，我真心
是醉了。

高新区流连

郑州高新区有两种颜色
最令人印象深刻：蓝与绿。

蓝，是水的颜色、科技的
颜色。

绿，是树的颜色、生态的
颜色。

美丽的高新区，像一颗
宝石，璀璨于“美丽郑州”的
西部锦图之上。 蓝——依
托须水河生态水系，西流湖、
天健湖等水域，形成连续的
蓝色水链。绿——一条绿带
串连起各个公园、绿地，构成
环抱区域的绿色廊道；蓝与
绿相互融合、交织，浑然天
成，形如一条精致的项链，系

扣在城市迷人的颈项。
蓝天白云掩映之下，树

木葱郁、小径通幽，鸟鸣清
脆，绿意缓缓沁入都市心扉；
涌动的蓝色奏响城市发展的
最强音，三水绕城、湖心岛上
的“智慧之城”——你怎会想
到，这些如画景致是郑州高
新区的掠影。

每每走进郑州高新区，
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不仅是那些闻名遐迩的高科
技企业和鳞次栉比的产业
楼，更是美到每个人心里的
生态宜居环境。
通讯员 彭瑞华

光听路名，我都醉了

蓝与绿，美得让人心碎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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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郑州高新区
沟赵办事处赵村的
东赵遗址考古发掘
中，发现的大中小3
座叠套在一起的古
城、卜骨坑、用儿童
奠基等，引起了世人
关注。
记者 董占卿

据了解，东赵遗址东距郑州商
城遗址约 14 公里，处于夏商文化分
布核心区域。近年来，为配合“中原
腹心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课题研究，从 2012 年 10 月至今，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大规模考古发
掘，发现大、中、小 3 座城址，清理出
城墙、城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疑
似祭祀坑区、灰坑、窖穴、水井等重
要遗迹，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
骨器等夏、商、周时期文化遗物。

此次发现的大、中、小 3 座古城

遗址，为探寻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与发展提供了新的佐证。据考古
专家介绍，东赵遗址新发现的“大
城”初步判定是东周时期的，面积
为 100 多万平方米。新发现的“中
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二里头文
化早期城址中面积最大的，它与郑
州地区其他夏商遗址一起，孕育和
繁盛了早期华夏文明。而这 3 座古
城又分别处于新砦期、二里头文化
时期及东周时期。如此庞大古城
池遗址的出现，大大超出了考古学
家的意料。

在东赵遗址新发现的“中城”城
墙内，还发现有儿童奠基现象。

此次考古队领队、郑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说，用以奠基
的儿童遗骸，是在城墙的某一层位当
中发现的，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夯
筑城墙的过程中，有将小孩埋入奠基
再继续夯筑的制度，这种以人奠基的
现象，在同时代的城墙修筑中是很少
见的。

“在中国早期有用成年人进行
奠基的，此次发现的则是几个月
大的婴儿，极为罕见！”顾万发说，
在中国民俗学里，婴儿是最纯洁、
天 真 的 ，带 给 人 非 常 神 圣 的 感
觉。一般人都非常喜欢婴儿，可
能那个时候的人们认为，神灵也是
非常喜欢婴儿的，于是就将其献给

了神灵。身处不同的时代，我们不
能用今天的文明去解释那个时代的
文明和做法。

同时，在“中城”内，考古人员发
现了一处卜骨坑，从中出土数十块密
集摆放的卜骨。顾万发说，这些卜骨
都是被使用过的，上面有灼烧过的痕
迹，也有卜兆，它们在同一个卜骨坑
里集中摆放，应该是多次占卜的结
果，这有可能是商代殷墟卜甲集中埋
藏放置习俗（制度）的雏形。

在“中城”内还发现了疑似二里
头文化时期城址的大型祭祀区，40
多个祭祀坑排列有序，似有分组的
可能，其中还有猪骨架和石铲，但也
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仓储区，目前，考
古学家正在对其进一步考证，以最
终确定其性质。

考古人员还在“中城”里发现商
代早期大型回字形宫殿建筑基址，
面积超过 3000 平方米，这是目前郑
州地区发现最大的、最完整的商代
早期宫殿建筑基址。

这是否是商王朝早期修建的宫
殿？顾万发说，这都是疑问，目前谁
也无法回答，只能等待进一步考古
发掘和研究。

目前，东赵遗址发掘工作还在
进行。鉴于该遗址文化内涵丰富，
对夏商时期年代谱系和郑州西北区
域聚落研究能提供新的视角，对解
决新砦期文化面貌、性质及归属问
题有重大学术价值，考古专家说，发
掘几十年都是有可能的。

另悉，2014年底，郑州东赵城址
考古新发现与保护座谈会在郑州成
功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
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苏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8家单位的专家
学者指出：东赵遗址文化内涵丰富，
发现有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时期及
东周时期3座城址，还发现有商代早
期大型建筑基址、西周时期文化遗
存，在2000多年的时期内，文化序列
完整，对于重新认识中原地区夏商
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具有重
要意义。

“中城”现郑州地区最大、最完整商代早期宫殿

东赵遗址现大中小3座重叠古城

新发现“中城”用“婴儿奠基”

颇具规模的东赵遗址（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