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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丰收，碧水荡漾，姚江平原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7000 年前，先民在
这里伐木建房、饭稻羹鱼、划桨行舟、制
作器物，创造了史前文化。

50 年前，考古工作者在浙江省余姚
县（现余姚市）河姆渡首次发现了这一
史前文化的丰富遗存，从此河姆渡遗
址、河姆渡文化名扬天下，被公认为我
国 南 方 新 石 器 时 代 考 古 的 重 要 里 程
碑。历经 50 年，围绕河姆渡文化的考古
仍在持续，一系列重大发现向世人展现
出远古江南的繁荣图景、中华文化的源
远流长。

50年来持续获得考古新成果

“稻谷是金灿灿的，稻秆是金灿灿
的，用芦苇编的席子也是金灿灿的，周
围老百姓看了都啧啧称奇。”时隔半个
世纪，回想起考古现场，86 岁的余姚市
退休文化干部钱百治仍然激动不已。

河姆渡遗址距今有 7000 年至 5300
年历史。1973 年冬和 1977 年冬，遗址
经过两次发掘，共揭露面积 2600 多平方
米，出土 6700 余件文物，以及大量的人
工栽培水稻、大片的木构建筑遗迹和丰
富的动植物遗存，为研究农业、畜牧、建
筑、编织、艺术和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
进程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于
2021 年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2001 年，在河姆渡遗址附近，考古
工作者发现了同属河姆渡文化的田螺
山遗址。它历经五轮考古发掘，是迄今
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河姆渡文化聚落
遗址，出土了丰富的稻作文化和木构建
筑遗存，众多木器、骨器、陶器，以及大
量的动物遗骨尤其是鱼类遗骨。浙江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孙
国平说：“当时河姆渡先民居住的环境
依山傍水，气候也比现在更温暖湿润，
周边动植物资源丰富多彩，又有稻米作
为主食，这片区域堪称中国最早的‘鱼
米之乡’，是远古江南的代表。”

蚶壳、螺壳、蛤蜊壳、蛏子壳、牡蛎
壳……在考古工地，出土了一箱箱贝壳

遗存。2013 年，在河姆渡和田螺山两大
遗址附近，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井头山遗
址。

井头山遗址距今约 8300 年至 7800
年，是我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
海岸贝丘遗址，为探寻河姆渡文化的源
头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孙国平说，从目前出土的各种遗存
判断，它是河姆渡文化的“爷爷”。2019
年至 2020 年，井头山遗址完成首期考古
发掘，入选 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2022 年 6 月起，井头山遗址启动二
期考古发掘。

2020 年到 2021 年，考古工作者又
在不远处的施岙发现了世界上面积最
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大规模古
稻田，距今有 6700 年至 4500 年的历史。

目前，在浙江东部，以姚江河谷为
核心，河姆渡文化考古已发现 80 多处
遗址，实物遗存完整真实。考古专家
认为，当地适合早期人类生活，地下水
位高隔绝空气，有利于保存地下有机
质文物。这一区域是我国沿海地区不
可多得的史前遗址“富矿”，今后仍有
可能发现更多重大遗址，遗址数量有
望过百。

追溯中华文明起源与特质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说明，在长江流
域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河姆渡遗址首次有力地证明，长江流
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发
祥地。”孙国平说。

稻作农业从何处起源？河姆渡遗
址作出了重大贡献。遗址中发现的稻
米残物和上百件骨耜纠正了中国栽培
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
入的传统说法，把中国稻作文化历史推
进到 7000 年前。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
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研究员郑云飞说，河姆渡遗址以
充分的考古发现，首次实证了稻作农业

“中国起源说”，“河姆渡是我国稻作农
业起源考古的第一座里程碑，为后续工

作提供了经验方法”。
井头山遗址是河姆渡文化的重要

源头，这里既有大量人类食用海产品的
遗存，又出土了木桨、鱼罩等可用于渔
业生产的工具。有专家指出，在这里生
活的先民应是中国沿海最早的渔民。
井头山遗址的发现，意味着河姆渡文化
考古又承担起了探索中国海洋文化的
使命。

“现在的遗址区是海拔仅 2 米的宁
波沿海平原的一角，其实在 8000 年前，
这里是一座西高东低的小山头的坡地，
面朝古海湾。”孙国平为记者还原沧海
桑田的演变，“‘井头山人’居住的村边
每天见证着东海的潮涨潮落，只是后来
经历了快速的海平面上升和淤泥的沉
积，山头被厚厚的淤泥掩埋了。所以，
井头山遗址现在埋在地面下 5 米至 10
米的深处。”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姜波
说，井头山遗址在国内考古遗址中，首
次展示了面向海洋的文明形态。国家
文物局原副局长刘曙光表示，井头山遗
址是探索中国海洋文化起源的重要窗
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专家进
行论证后，认为井头山遗址在世界范围
内特点明显。当时，它地处滨海湿地环
境，引发了人与海洋环境的互动，体现
出中华文明中的海洋特质。

文物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自 发 现 至 今 的 半 个 世 纪 ，河 姆 渡
遗址投射出的远古文化之光，依然照
耀 着 时 代 的 进 程 。 浙 江 省 通 过 持 续
加强优秀文化的阐释、弘扬、传播，形
成考古文化和区域发展的良好互动，
使支持考古、支持文物保护成为群众
共识。

在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使文
物保护意识深入人心，为后续若干重大
遗址的发现奠定了基础。在 2007 年建
成开放的田螺山遗址现场馆里，至今保
留着一口水井，并标有“田螺山遗址发
现处”。这处遗址是当时一家企业打井

时最先发现的，得到当地政府和文物部
门的高度重视。井头山遗址同样是当
地村民发现基建勘探取出的土芯中含
有陶片，以高度的敏感性及时向考古队
报告。

田螺山遗址和井头山遗址所处的
地块，当时已经用于工业开发，又由政
府出资购回。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余 姚 市 为 河 姆 渡
文化投入的保护资金已有数亿元。从
1993 年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建成
开放起，余姚市相继兴建了河姆渡遗
址考古发掘现场展示区、田螺山遗址
现场馆、河姆渡原始生态园等一系列
展示设施。接下来还将兴建河姆渡博
物院、井头山遗址现场陈列馆、河姆渡
考古遗址公园等一系列大遗址保护利
用建设项目。

在浙江，一系列史前重大遗址犹如
一道道阶梯，引导人们拾级而上寻找文
明源头。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
长刘斌教授说，上山、井头山、跨湖桥、
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等诸多史前重要
遗址，可以通过建设遗址公园，形成一
条史前遗址带，更好地向公众阐释中华
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孙国平认为，
这些遗址可以与长江下游的其他重要
遗址结合起来，共建“远古江南”的“遗
址圈”。

当前，浙江正以文博强省建设为统
领，深入实施浙江考古“启明星”计划，
不断夯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
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证据。同
时，将深入实施世界文化遗产之窗建设
工程，打造世界文化遗产群落；深入实
施文旅深度融合工程，争取 5 年内建成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5 个以上、省级考古
遗址公园 30 个以上，打造文物主题研学
示范项目 50个以上。

新华社记者 邬焕庆 方益波 冯源

光耀七千年 惊世五十载
—河姆渡遗址展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11 月 8 日，在
安徽省宿州市砀
山县科技食品有
限 公 司 生 产 车
间 ，工 人 在 生 产
出口欧洲的梨罐
头。

近 年 来 ，安
徽省宿州市砀山
县立足优质酥梨
资 源 优 势 ，不 断
将梨产业链扩展
延 伸 ，开 发 了 梨
罐 头 、梨 膏 、梨
酒 、果 胶 等 系 列
产 品 ，提 升 农 产
品 附 加 值 ，促 进
特 色 梨 产 业 发
展。

新 华 社 记 者
崔猛摄

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
门着力发展产业、稳住就业，努力拓宽
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农民收入继续保持
增长势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神州大地处处展现乡村
新图景。

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产业振兴

产 业 振 兴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中 之
重。在广西桂平市，各处可见稻虾共
养的丰收景象。2017 年以来，广西水
产 科 学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唐 章 生 几 乎 每
个 月 都 要 来 桂 平 看 看 他 的“ 虾 宝
宝”。唐章生和他的博士团队在桂平
广 泛 推 广 新 技 术 ，让 小 龙 虾 实 现 从 9
月至次年 4 月错季上市，进一步提升
种养效益。

“利用独特的气候条件，加上科技
助力，现在已经可以实现‘百斤虾千斤
稻万元田’。”唐章生自豪地表示。

目前，在桂平全市已建成的 67.59
万亩高标准农田中，4.67 万亩实现了

“稻田+小龙虾”种养模式，为特色产业
提质增效。

乡 村 振 兴 要 在 产 业 生 态 化 和 生
态 产 业 化 上 下 功 夫 。 在 海 南 省 五 指
山市水满乡毛纳村，全村正大力打造

“ 五 指 山 热 带 雨 林 大 叶 茶 ”公 共 品
牌 。 2022 年 全 村 茶 叶 种 植 面 积 约
1800 亩，2023 年新增大叶茶种植面积
550 亩以上。

水满乡副乡长李杰说，通过“村委
会+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乡里为
农户提供茶叶种植、采摘、制茶及茶艺
等全流程技术培训，充分利用市里委
派的科技特派员力量，为农户提供茶
叶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实现从茶叶
种植、苗期管护、采摘、收茶以及加工
的“一条龙”帮扶，每年能为每户农户
带来过万元的收入，脱贫攻坚成果得
到巩固。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强龙头、补
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高
质量发展。”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曾衍
德说。

绿色发展，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进生态农业建设，培育可持续可
循环的发展模式，是实现农业绿色发
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路径。

作为关中西部重要的生态屏障，陕
西宝鸡市陇县拥有广阔的天然林区和
草场，奶山羊和苹果是当地两大主导产
业。宝鸡大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李振军用有机肥“串”起了生态农业
循环链。

厌氧发酵、好氧发酵、过筛、装袋
……厂房里，堆成小山般的羊粪经过规
模化深加工后成为了高端有机肥料，价
值倍增。李振军算了一笔账：4 立方米

羊粪可以生产出近 1 吨有机肥，市场价
大约 800 元。“对于养殖户而言，每年仅
卖羊粪做有机肥，平均一只羊就可以带
来近 300元的收益。”

山 东 省 淄 博 市 桓 台 县 华 沟 村 位
于马踏湖边，一排排青砖白墙的中式
建筑林立，清新雅致的装修风格让人
眼前一亮。2009 年起，桓台县对马踏
湖集中开展生态修复，改善入湖河流
的 水 质 状 况 。 经 过 十 多 年 的 治 理 修
复 ，白 鹤 、苍 鹭 等 珍 稀 动 物 时 常 在 湖
区出现。

“ 借 助 生 态 优 势 ，华 沟 村 建 成 民
宿 60 处 、改 造 农 家 院 26 处 。 既 满 足
了游客休闲旅游的需要，又开拓了农
户 增 收 渠 道 。”桓 台 县 起 凤 镇 副 镇 长
尹磊说。

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走进湖南省沅河镇沅城村，50 多
岁的杨静正在自家开办的特色摄影馆
里忙着给顾客化妆。她说，这些年村容
村貌的变化，让她回到家乡找到更好的
发展机会。

“我要和大伙一起，把村容村貌建
设得更好，让大家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也欢迎更多游客来共享美景。”杨静和
村里的一些妇女共同组建了“巾帼队”，
自发参与村庄公共卫生清扫。

位于贵州省乌蒙山区的黔西市新
仁苗族乡化屋村，曾是当地最贫困的少
数民族村寨。这些年，脱贫之后的化屋
村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了发展乡村旅
游，黔西市进一步对化屋村实施电网改
造、完善通信网络、增加污水处理设施
和扩建停车场等。

古樟成林，冠如华盖、枝若虬龙。
江西抚州市乐安县牛田镇的古樟林沿
乌江两岸绵延十里。与古樟林相依的
千年古村流坑，至今保存着 260 多幢明
清传统建筑。

清晨，打扫好庭院、料理好菜地，陈
冬英在自己的餐馆里忙碌起来。“现在
流坑村越来越好，游客越来越多，生意
也更红火了。”陈冬英说。

流坑村在保护古村落风貌的基础
上，不断发展与之相适的新业态。游客
可以通过观看沉浸式演出《流芳》、傩舞
表演等，全方位、多层次体验流坑的历
史文化。这几天，一场流坑“村跑”吸引
了 5 万多名游客和群众参与其中，热闹
非凡。

“古村谋振兴，必须做好‘守正’和
‘创新’两篇大文章。”乐安县县委书记
艾志峰说，要把传统村落风貌和现代元
素融合，延续好历史文脉，让村庄焕发
新的光彩，让农民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中有更多获得感。

新华社记者 郁琼源 吴箫剑 杨驰
张思洁 叶婧 骆飞

国家统计局 11 月 9日发布数据，10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下降 0.2%，环比下降 0.1%。

从 同 比 看 ，10 月 份 CPI 下 降
0.2% ，主 要 是 因 为 食 品 价 格 降 幅 扩
大 。 食 品 价 格 同 比 下 降 4% ，降 幅 比
上 月 扩 大 0.8 个 百 分 点 ，影 响 CPI 下
降约 0.75 个百分点。食品中，猪肉价
格同比下降 30.1%，降幅扩大 8.1 个百
分点；鸡蛋、牛羊肉、鲜菜和食用油价
格 同 比 下 降 较 多 ，降 幅 在 3.5% 至
6.4%；鲜果价格由上月下降 0.3%转为
上涨 2.2%。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0.7%，涨幅

与上月相同，影响 CPI上涨约 0.57 个百
分点。非食品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
比下降 0.1%，其中汽油价格由上月下
降 1.2%转为上涨 1.8%；服务价格同比
上涨 1.2%，涨幅回落 0.1 个百分点，其
中旅游和飞机票价格分别上涨 11%和
5.1%，涨幅均有回落。

10 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6%，涨幅略有回
落。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10 月份，
全 国 工 业 生 产 者 出 厂 价 格 同 比 下 降
2.6%，环比持平。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魏玉坤

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 0.2%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我国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