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9月15日 星期五
统筹：胡田野 编辑：石明顺 美编：王艳 校对：邹晓梅 A15文化产业NEWS

公告专栏

新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郑州金石达节能建材有限公司等 18 家企业限期整改的通知
各建筑业企业，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加强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批事后监管，近期，我局对郑州金石达
节能建材有限公司等 18 家企业（附件）启动了动态核查。 经核查，郑州金石达节能建材有限公
司等 18 家企业已不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条件。

依据《行政许可法》、《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现责令郑州金石达节能
建材有限公司等 18 家企业进行限期整改（整改期限为 3 个月，时间自 2023 年 9 月 14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14 日止）。

企业在整改期内暂停承接新
的工程，整改期满后，仍未达到资
质标准要求条件的， 依据 《建筑
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二十八
条规定， 我局将依法依规撤回相
应资质证书。

地址：新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建筑业监管科 402 室

联系人：陈方方
电话：0371-62699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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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鲁迅珍藏的近百件黄河
沿线拓片

特展“奔流——鲁迅博物馆藏
黄河流域石刻拓片展”展出鲁迅先
生收藏的近百件珍贵黄河沿线石
刻拓片及其个人印章等文物，内容
丰富、形式精美，尤其是他珍藏的
著名汉代摩崖石刻“汉三颂”中的
“两颂”——《石门颂》《西狭颂》整
拓，让史学和书法爱好者一饱眼
福。通过此次特展，观众在近距离
走进鲁迅的收藏世界和艺术世界
的同时，更加直观地欣赏到黄河沿
岸石刻艺术的精美绝伦、博大精
深，深刻领略黄河文化和黄河精神
的价值所在。

“金覆面展”：为早期黄金面具的
来源提供了线索

这次“金覆面展”是神秘的商代
早期“金覆面”首次在博物馆里向观

众展出。“金覆面”出土于郑州市紫
荆山路东侧、东大街南侧、书院街北
侧的商代高等级贵族墓葬。其扇贝
形结构可能寓意着对扇贝顽强生命
力的精神信仰，为四川三星堆、金沙
遗址黄金面具的来源提供了可靠的
文化线索。“金覆面”及黄金制品的
发现，是东西方黄金文明交流、互鉴
的典型代表。同时，金、玉礼器的出
土开启了中国金玉文化新篇章及中
国古代黄金面具、金玉覆面的礼制
先声。

据该院负责人介绍，这两项新
展览充分展示了黄河流域的灿烂
文化，为广大观众了解黄河文化
提供了全新视角，为“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增添了厚重文化内
涵。市民可以带上家人走进郑州
商都遗址博物院，在千年城墙的
怀抱中欣赏新展，感受生生不息
的中华文化。

这是郑州商城遗址水系遗存中的石砌挡水墙（资料照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看“金覆面”，赏石刻拓片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两项全新展览精彩亮相

郑州发现商代早期最大水系遗存
水网体系设计复杂 手工业作坊依次排列

将对部分水系遗存
进行原址保护展示

下一步，考古工作人员将继续开展
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工作，深化对新发
现水系的认识，揭示城内人工水网与城
外自然水系之间的关系，推进城市水利、
建筑技术等相关多学科综合研究。

“我们还将对部分水系遗存尤其
是石砌挡水墙进行原址保护展示，进
一步丰富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的文化景观，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
史文脉。”杨文胜说。

距今 3600多年的郑州商城遗
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老城区中心，
总面积达 25平方公里，被学界普
遍认为是商代第一位君王汤所建
的亳都，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商文
明在这里形成与发展起来。

据了解，考古工作人员在郑

州商城内城东南区域发现 3处商
代早期沟渠，均口大底小，其中一
处在自然河道的基础上经人工加
工而成，另外两处则完全由人工
建成。目前已揭露的沟渠总长约
540米，最宽处达 12米左右，最深
处达4米左右。

“通过对 3处沟渠层位关系、
出土遗物及空间位置关系的考察，
判断这是具有互通关联关系的大
型水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副院长杨文胜表示，与同时期的偃
师商城水系相比，新发现的郑州商
城水系规模更大、覆盖范围更广。

水系规模大覆盖范围广

昨日上午，2023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活动暨“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
中外媒体黄河行启动仪式在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举行。与此同时，该院两
项全新的展览也精彩亮相。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成燕 通讯员 李静兰/文 李新华/图

▲游客在展览厅驻足观赏

水系兼具排水与城市区划功能
在其中一处沟渠，考古人员发现

了人工明沟与用于分流的石砌挡水设
施等，表明在商代早期，郑州商城的水
网体系就存在着复杂的功能设计；在部
分沟渠两侧，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夯土建
筑及铸铜、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迹。

此外，东南区域水系与北部池苑相
连，表明水系中的水不仅用来满足城市
生产生活用水需求，还是城内景观用水。

“该大型水系兼具排水与城市区划
的功能，其发现改写了以往对于郑州商
城整体布局尤其是南部格局的认知。”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工作站站长
杨树刚说。

新华社电 规模
宏大的都城内，多条
沟渠相互联通；沟渠
沿岸，各式手工业作
坊依次排列……记
者日前从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获悉，
郑州商城遗址考古
取得重大突破，新发
现迄今为止商代早
期最大水系遗存，填
补了对郑州商城南
部空间布局认知的
空白。

▶首次展出的“金覆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