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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新画卷 绘就幸福新生活

新郑市北靳楼村变身“白富美”

本报讯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去年以
来，新郑市扎实推进人居环境各
项治理重点任务，扎实推进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农村环境整
治有序，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走进新郑市辛店镇北靳楼
村，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美丽
乡村画卷映入眼帘。错落有致
的房屋，苍劲有力的塔松，平坦
笔直的柏油路，处处展示着它的
“精致”。

“俺村儿现在环境实在是太好
了，出门就是美景，你看这干净的
街道，还有路边的绿树，每次看到
都给人一种心情舒畅的感觉。”村
民高秀菊迫不及待地向记者介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近年来，该村积极建设“美丽乡
村”，加快村容村貌、村民居住环
境改造提升。按照“美丽庭院”建
设要求，在宅前屋后、庭院花坛等

处见缝插绿，进行个性化升级改
造；通过季度评选、典型带动等方
式，帮助村民改造提升庭院景观，
过去千篇一律的农家宅院如今变
成了“世外桃源”。

目前，北靳楼村水、电、路、气
等各项基础设施齐全，生产生活
服务中心、文化中心、休闲园林、
健体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完备，
在为村民提供一个美丽生态、方
便舒适的村居环境的同时，也为
全村进一步争取郑州市美丽乡村
项目、培育和发展全村支柱产业、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如今的北靳楼村，村民住进
了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摇身变
成了“白富美”。一幅环境优美、
乡村文明、产业兴旺的新农村画
卷正在徐徐展开。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吕芳芳
时金旺 郑书芳 文/图

30年5个项目入选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古都新郑领跑全国

本报讯 今年 4月是第 33个
全国爱国卫生月。为深入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充分动员广大人民
群众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推动
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不断取得
新成效，近日，新郑市林业局组
织志愿者在分包社区和路段开
展“绿色家园齐守护”环境卫生
整治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手拿扫帚、夹

钳、垃圾袋、抹布等工具，认真清
扫社区内垃圾，清理卫生死角，铲
除小广告，将道路两旁乱停乱放
的非机动车统一整理摆放，并对
现场发现的不文明停车行为进
行劝导。此次活动的开展，志愿
者用实际行动维护了绿色家园
环境，倡导了文明健康、绿色环
保的生活理念。
记者 杨宜锦

新郑市林业局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自1990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启动以来，被称为中国考古界“奥斯卡”的评
选已走过30年。30年来，郑州先后有15个项目上榜“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在
全国地市级城市中领跑。据统计，在这15个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中，新
郑有5个，占1/3。据相关专家介绍，新郑市已成为全国县级市城市中入选考古十
大新发现项目最多的城市之一，领跑河南、领跑全国。

新郑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丰厚的8000年裴李岗文化、5000年
的黄帝文化、2700多年的郑韩文化。30年来，新郑入选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的
项目都有哪些？记者 杨宜锦

本报讯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对新增乱占耕地建房行为“零
容忍”的要求，近日，新郑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按照省厅、郑州市
局关于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问题整治工作集中宣传月”活动
的决策部署，迅速在全市范围内
大力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
整治工作宣传活动，积极宣传引
导群众进一步提高耕地保护意
识，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
全市成立专项宣传活动工作小
组，制订宣传方案，精心组织筹备
人力、物力，先后多次深入郭店

镇、龙湖镇和教育园区管委会等
各个乡镇、街道、管委会，通过组
建并出动宣传车队、实施面对面
普法宣传、签订承诺书等举措，将
全市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
工作集中宣传活动推向高潮。

自4月10日集中宣传活动开展
以来，全市共发放宣传农村乱占耕
地建房“八不准”、耕地“非粮化”和
自然资源管理“一网两长”宣传横幅
标语12661个、张贴宣传海报58526
份、发放宣传手册134512册，切实
做到家喻户晓、入脑入心。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贾晓聪 唐涌利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守牢耕地保护红线

1 新郑郑韩故城郑国祭
祀遗址

郑国祭祀遗址位于郑韩故
城东城西南面，总面积2万平方
米，遗址清理出土春秋时期郑国
青铜礼乐器坑17座，殉马坑44
座、夯土墙基1道，商周灰坑791
座，水井98眼，战国烘范窑3座，
小型墓葬80座，瓮棺葬28座，两
周及汉代灶坑9座，还有一批战
国牛肋骨墨书文字，发现了以
348件郑国公室青铜礼乐器为代
表的大批珍贵文物。郑韩故城
郑国祭祀遗迹的发掘对我国春
秋时期的礼乐制度、古乐器学、
乐律史、音乐史和科学技术史等
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非常重要的
价值。同时也为研究战国文字
和仓廪管理制度提供了难得的
实物资料。被评为1997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 河南新郑唐户遗址
该遗址位于新郑市观音寺

镇唐户村南部和西部，水河与九
龙河两河交汇的夹角台地上。
遗址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面
积140余万平方米，其中裴李岗
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
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
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

经 2006 至 2008 年发掘，
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房址
65座，灰坑或窖穴206个，墓葬2
座，灰沟5条。房址多为半地穴
式建筑，分为单间式和多间式。

房屋不仅具备居住功能，而且已
经作为生产工具的加工场所。
居住基址分区、分片布局，具有
规划意识，居址已具有环壕防御
性质和凝聚式向心布局的特征。

裴李岗文化时期大面积
居住基址的发现，对深入研究
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的聚
落形态，房屋建筑方式、家庭、
社会组织等具有重大的学术
价值。该遗址被评为 2007 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3 河南新郑胡庄墓地
胡庄墓地位于新郑市城关

镇。发现有春秋时期郑国、战国
时期韩国中、小型墓葬及两座特
大型战国墓。两座大型战国墓
为南北向近“中”字形竖穴土坑
墓，葬具均为木质“工”字形双椁
双棺，是韩国王侯级大墓棺椁完
整形态的首次发现。发现了由3
道近长方形环壕、1座曲尺形墓
旁建筑、中字形墓冢和冢上建筑
组成的陵园形态，填补了韩国陵
园空白。墓葬内出土的90件铜
器上发现刻铭，其中有多组“王
后”“王后官”和“太后”刻铭，以
及“少府”“左库”等韩国官署名
称，可以确定这是一组战国晚期
韩国王陵。该遗址被评为2008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4 河南新郑望京楼夏商
时期城址

该城址位于新郑市新村

镇杜村和孟家沟村以西及周边
区域。遗址发现于20世纪60年
代。2010年在遗址发掘中，发现
了二里头文化晚期和二里岗文
化早期两座城址，并发现了外廓
城，城址总面积达 168 万平方
米。望京楼夏代城址和商代城
址位于同一地点，为国内首次发
现，对于探讨夏商历史、夏代晚
期文化与商代早期文化更替及
中国早期城池建设等问题都具
有重要意义。被评为2010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5 新郑郑韩故城遗址
郑韩故城是东周时期郑国

和韩国的都城，位于新郑市区周
围。城址平面呈不规则三角形，
城垣周长20公里，城内面积16
平方公里。北墙外侧有数处马
面建筑，是全国最早的新型城
墙防御设施。发现城门遗址4
处，在城内南北走向有一隔城
墙，把故城分为东、西两城。西
城内分布有韩国宫城和宫殿
区、缜丝作坊遗址。东城内分
布有郑国宫庙遗址、祭祀遗址、
铸铜遗址和韩国铸铁、制骨、制
玉、制陶等多处遗址。故城内
外有郑韩两国贵族墓地多处，
其中大型韩王陵墓群12处。郑
韩故城的布局体现了当时东周
列国都城的典型模式，是目前
世界上同一时期保存最完整、
城墙最高、面积最大的古城。
该遗址被评为 2017 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

河南新郑胡庄墓地（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