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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 17日，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李永强在 2021年度河南
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上介绍，
裴李岗遗址最新发现距今约
8000年使用红曲霉发酵酿成
的酒，为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
红曲霉酿酒技术。

据介绍，研究人员在两件
陶壶的残留物中，检测出丰富
的红曲霉菌丝和闭囊壳，以及
具有发酵特征的稻米淀粉粒，
表明陶壶是用于酿酒和储酒
的。裴李岗遗址是中国最早的
村落遗址之一，距今约 8000
年，为研究我国农业起源与发
展、陶器制作、纺织业、酿酒工
艺等提供重要实物例证。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新郑市环卫中心获郑州市政府表彰
本报讯 近日，郑州市政府通

报表彰 2021年度环卫工作，新郑
市环境卫生中心获得“道路清扫保
洁先进单位”称号。

2021年，新郑市城市管理局环
卫中心以国家卫生城复审、防汛救灾、
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为工作重心，大
力实施以“洁化、序化、亮化”为目标
的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提升精细
化管理水平，城乡面貌显著改善。

在深化“城市清洁”行动方面，市
环卫中心通过常态化开展大清扫、
大清理活动，严格按照“道沿无
尘、路无杂物、设施整洁、路见本
色”作业标准，坚持“全面、彻底、
不留死角”，确保清扫保洁实现全
覆盖，质量再提高。截至目前共
清除各类卫生死角850余处，清理

垃圾杂物180余吨。通过开展“用
脚步丈量城市”工作法对所辖区
域的各类城市管理问题进行督导
巡查，城区范围内共排查暴露垃
圾及卫生死角等共性问题 230余
处，全部整改到位。通过持续开
展精细化冲洗作业，每天高标准
清洗路面 54000多平方米，冲洗道
牙约 1.1万米，实现了道路冲洗保
洁精细化、洁净化、常态化。每天
共出动各类机械化清扫车辆40余
台，对城区70余条道路实施不间断
清扫吸尘、洒水降尘、冲洗除尘作
业。机械化清扫率在98%以上。

在防疫防灾消毒消杀方面，7
月份以来，防疫防灾累计消杀各类
重点点位380139个，消杀1104.5万
平方米，消杀用药100723.75公斤，

清运垃圾 30390.26吨。投放鼠药
564.81公斤、灭蚊蝇药品 10936.2
公斤、防蟑螂药品 1251.4公斤，消
除滋生地7454处。

在灾后环境卫生整治方面，面
对7月、8月汛情、疫情，累计出动清洗
车、冲洗车 1500多车次，冲洗路面
520万平方米；出动保洁员3900余
人次，清除大小积水200余处；出动
清运车500多车次，清除大小淤泥
300余处，清理卫生死角440处，淤
泥 7000余立方米，清理积存垃圾
1250余立方米，消杀累计投入药
品约 20157 公斤，消杀面积约
1131.4万平方米。通过开展“两清
一消杀”活动，城乡市容环境迅速恢
复整洁面貌。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陈慧芳 文/图

本报讯 12月 20日，郑韩
路东延工程的沥青铺设工作
正式开始，这标志着该条道
路施工正式进入冲刺阶段，
通车在即。作为新郑市重要
民生工程，郑韩路东延工程西
起文化路东至中华路，通车后
不仅可以缓解周边道路交通
压力，更可以连接新老城区，
进一步丰富新郑城区路网。

在郑韩路东延工程施工现
场，伴随机器的轰鸣声，沥青混
凝土从物料车上缓缓卸下，摊
铺机开始均匀地摊铺沥青路
面。随后胶轮压路机、钢轮压
路机等机械设备来回作业，一
遍遍将路面压实，部分摊铺完
成的道路漆黑油亮，工程进度
正有序推进。

新郑市郑韩路东延工程道
路长 580多米，设计道路红线
宽 60米，其中机动车道为双
向六车道，道路中间设 6米宽
绿化分隔带。为保障居民安
全用水，同时对原南水北调
和望京楼原水管网进行迁
改，并对新郑市实验高中及
周边居民供水管网一并进行
改建；为避免重复施工造成
资源浪费，同步在道路南侧
人行道埋设电力管道，在道
路北侧设施带以北布置供热
管网、天然气管道和通信等弱
电管道。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铺设格栅、乳化沥青后，再
进行摊铺底层沥青和面层沥
青两道工序，整条道路就铺

设完毕。施工人员将充分利
用晴好天气，加快施工进
度，完成整条道路的底层沥
青铺设和部分道路面层沥青

铺设，为保证年底通车全力
冲刺。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苗圃 李萌 文/图

村民拍抖音
“抖”出新生活

本报讯 拍摄短视频是时下比
较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和庄镇
陆庄村就有这样一群农民演员，他
们每天忙完家里的活儿后，都会抽
出时间来拍摄一些短视频，晒出农
村新生活，传递正能量。

看似在争吵的画面，其实是和
庄镇陆庄村抖音团队正在拍摄视频
的现场。

拿着手机拍摄的是村委会委员
高金良，他不仅是“摄像师”，还是
“导演”和“演员”。平时他最擅长从
田园中取材，当季的葡萄桃子等新
鲜特色农产品、各种农耕场景等，都
被他拍成短视频，在抖音平台呈现
出来。刚开始发抖音的时候，发现
其中有些作品虽然搞笑，但是笑过
之后大家很快就忘了，所以他就想
着拍一些有意义的作品，让大家看
了之后能记住，会思考。于是他找
到村里喜欢拍视频的入党积极分子
和村民，围绕农村文化、民风民情、
邻里关系等内容，选择热点话题创
作一些群众喜欢看的身边故事。

视频制作完成之后，高金良他们
把成品发到抖音平台和微信朋友圈，
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他们创建的《老
村长说故事》抖音号，已经发布了40
多个原创作品，关注人数达到 4万
人。刚开始拍摄时，大家还有些不好
意思，就只有几个人参与，后来在他们
的影响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
大家每天在一起讨论剧情、拍摄视频，
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

他们的作品大多在户外拍摄，
整洁的街道、丰收的田野、颇具北方
特色的农家小院等场景展现了农村
的面貌，演员们衣着靓丽、时尚，拿
着擀面杖、锅盖等道具自信地表
演。随着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项目
推进、互联网深度发展和普及范围
扩大，人人拍抖音，人人是“明星”的
模式已成为热潮。下一步，高金良
的拍摄团队将围绕村里的小杂果种
植产业，探索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利用抖音平
台“直播带货”的方式增加群众收
入，助推特色农产品快速增收。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海 霞 世霖

郑韩路东延开始铺设沥青
通车进入倒计时

8000年前，裴李岗人已会使用红曲霉酿酒

■考古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