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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郑州“彩
虹桥”及接线拆解
与新建工程全线首
联混凝土在郑州一
建标段电厂西路拼
宽段如期完成浇
筑。本联现浇箱梁
为电厂西路拼宽
段，承接新建彩虹
桥与西三环—科学
大道立交连接段，在
南侧与旧桥进行拼
宽衔接，完成后将大
大提高通行效率。
本报记者 曹婷 摄

“彩虹桥”工程全线首联完成浇筑

家电以旧换新
补贴政策有变

本报讯（记者 曹婷）记者近日从市商务局了解到，3日起，郑州
绿色家电以旧换新活动部分规则有变动。

4月3日起，参与以旧换新家电补贴的10类产品中，电脑类产品
不再含平板电脑。回收旧家电方面，电视机要求在14寸以上，洗衣机
要求干衣量在3公斤以上，电冰箱（含冰柜）要求容积在50升以上。
上门回收家电品类，对消费者交售空调、电视机、电冰箱（含冰柜）、洗
衣机4类旧家电，提供上门回收服务。

与此同时，交售空调、电视机、电冰箱（含冰柜）、洗衣机4类旧家
电，可换购全部10类新家电中的任意一种；交售烟机、灶具、热水器、
净水机、空气净化器、电脑6类旧家电，仅可换购此6类新家电中的任
意一种。消费者交售旧家电后不再购买新家电的，回收企业仅退还
旧家电折价款。单位换购10件以上家电的，应在交付货款之日起7
日内完成出货，销售企业应留存收货及安装照片等资料备查。

（上接一版）说起考古发掘中的故事，
张玉石更是滔滔不绝。在西山遗址，随着
他对当初发掘场景的描述和背后故事的动
情讲述，我们的眼前也仿佛浮现出一座古
城的最初模样。

“国家队”现场教学，郑州
西山成考古界“黄埔军校”

“1993年~1996年，国家文物局第七、
八、九期考古领队培训班相继在郑州举办，
来自全国 24个省、市、自治区 37个文博单
位的 75名学员先后在这里接受了严格的
培训。西山遗址是其中一个教学基地。”张
玉石说，这个培训班，被戏称为考古界的

“黄埔军校”，今天全国考古领域的领军人
物，如金沙遗址的领队李明斌、海昏侯墓的
领队杨军等，都出自这个班。

为了教学需要，也考虑到可借机廓清
西山遗址真面目，当时对西山遗址进行了
全面布方。1993年~1995年的持续发掘，3
年时间总计发掘面积达6385平方米，一座
以城池为核心的仰韶文化遗址赫然面世。

一条环绕整个遗址的巨大壕沟、让人
迷惑不解的奇特建筑形式、技术先进的夯
土版筑建筑……发掘工地是充满诱人魅力
的，当你翻看这一本铺展于地下的神秘史
书，刚刚弄明白一个问题，还来不及欣喜，
就落入另一个困惑之中，它催促着你去探
索一个个新的未知。

将中华文明源起时间向前
推进千年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一个个发现让张
玉石等考古工作者喜不自胜、心潮澎湃——

1993年的发掘，首次发现了仰韶时代
晚期的夯土建筑基址、遗址外围壕沟等重
要遗迹；

1994 年发掘进一步了解了西山夯土
建筑基址的平面范围、形状及其与周边遗
存的关系，基本确定了西山仰韶时代晚期
城址的存在；

1995 年，基本弄清了这座城址的面
貌。最终呈现在考古工作者眼前的西山遗
址，面积达 20万平方米，西山城池居于遗
址中心，平面介于方圆形之间，上承仰韶文
化圆形环壕聚落之形，下启后世方形城池
先河，正是中国古代城池发端之初的基本
形态。

淹埋沉睡数千年的西山古城，终于拂
去厚厚的尘埃，展露真容，重见天日，迎来
了她的高光时刻。

1995年9月5日，时任河南省文物局局
长杨焕成向新闻界郑重宣布：经国家文物局
考古领队培训班1993年～1995年连续三年
的大规模发掘和不懈探索，一座淹埋数千年
之久的仰韶时代古城址近期在郑州西山重
新面世。经专家确认，这是迄今国内发现的
年代最早、建筑技术最为进步的城址。它的
发现，对探讨我国早期城市的起源、研究我
国早期文明起源和形成及中原地区在其中
所起的历史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西山城池至少建于距今 5300年前，
此前考古发现的城池距今不过4000余年，

西山城池的面世，将中国筑城历史向前推
了1000余年，成为当时中国发现的最早城
池。”文化学者阎铁成说，他向人们证实，在
5300年前，郑州地区率先开启古国时期，
开始迈向文明时代。

“中华第一城”的先民
“夯”出了中国最早版筑城墙

提起“古城”，我们也许会想起荒漠中
人烟稀少的孤城，或是充满离奇故事的怪
诞小城。西山这座5000年前的真实古城，
是什么样的？与我们相隔几千年的西山
人，是如何生活的？又为何要筑这座城呢？

阎铁成说，5000多年前的西山，受母亲
河的滋润，黄土发育丰厚，气候更为温暖湿
润，正是古代人类繁衍生息的理想之所。专

家通过对西山人人骨的检测，发现西山人以

小米为主食，配合吃一些肉类，不愁吃喝之

余，西山人需要担心的，就是氏族部落成员

人身和财产安全了，筑城，便应运而生。

“西山人所筑古城，由外环壕、内环壕、

城墙三道防御设施组成，平面呈圆形，城墙

内面积约 35000平方米。其中，西山城墙

是用版筑技术夯筑而成。”张玉石介绍，所

谓夯土版筑，是以经过加工的木板为模板，

围合成矩形的方块，分层铺土，用木棍（亦

称夯杵）将黄土用力夯打密实的过程。大

规模的城墙及大型建筑基础均采用这一方

式筑造。城墙经过开挖基槽、修整槽底平

面、填土筑墙等主要步骤，在筑墙时则采用

了分段、分块、逐层夯打等先进成熟的技

术，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用版筑

技术建造的城墙。

如果说西山城池的挖槽筑基和版筑技

术，在中国城垣建筑史上均是开先河之作，

那么城门建设，则体现出军事防御功能的

多项创造，展现了西山人的卓越智慧。城

池发现了西城门和北城门，形制、结构有较

大区别，既能满足战事特殊时期的需要，也

方便了城中居民的通行无碍。

城虽不大，生活其中的人们，却也过得

有滋有味。张玉石介绍，城内发现房屋建

筑遗存 200 余座、可

以进行公共活动的

400 平方米的广场、

2000 多个窖穴和灰

坑、20余座废弃窖穴

中有大型兽骨架等，

出 土 了 众 多 的 陶 、

石、骨等器物，揭示

出昭然有序的先民

生活状态。

在远古时期，先

民认为万物有灵，人
类任何行为都会被
神 灵 洞 察 和 操 纵 。
那时候的祭祀活动

极为频繁，大量的奠基和祭祀遗迹的发现，
是西山遗址发掘的另一个重要收获。张玉
石介绍，发掘中常可见在房基底部的垫土
层中，埋有一件或数件罐、鼎等陶器，部分
陶器内存有婴儿的骨骼，一些骨骼并不完
整，仅存头骨或部分肢骨，在城墙尤其是北
门和西门的发掘中，类似情况尤为引人注
目，“根据分析，可以认定这些是建筑活动
中一种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祭祀礼仪，西
山当时可能存在杀婴祭祀的残酷风习”。

作为仰韶文化晚期古城址，西山遗址
当然也少不了仰韶文化的标志性元素——
彩陶。遗址发掘出土了众多陶器，种类有
鼎、罐、盆、钵等，其中，泥质红陶红彩高领
壶、白衣褐彩彩陶钵等，不失为珍贵的艺术
品，为我们了解他们的原始艺术观念，打开
了一扇窗户。

谁是“中华第一城”的主人？
对于西山遗址的所属年代、历史价值，

学术界争议很少，而对于“城主”是谁？却
存在着诸多观点。

西山古城址所在位置正处于中华民族
始祖轩辕黄帝活动的中心区域内，又是迄
今中原地区发现年代最早、建筑技术最为
先进的城址，有学者认为，郑州西山古城就
是黄帝的都城之一，或直接称之为黄帝城。

对此，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新石器时代
考古专委会副主任、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
副会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
兴涛说：“当前，学术界一种主要观点认为
黄帝时代对应仰韶文化中晚期。而西山遗
址的年代恰恰与黄帝所处时期是一致的，
不能说‘黄帝城’的说法毫无根据，但目前
还没有确凿的学术证据能证明西山遗址的
城主就是黄帝。”

魏兴涛说，尽管西山遗址城主是谁尚无
法确知，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西山遗址与现
已发现的双槐树遗址、大河村遗址、点军台
遗址等郑州西北地区同一时期的一批城址，
同根同源，相邻而居，各种考古成果表明，它
们一起代表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具
有先进性、引领性、核心性的最高文化和文
明化发展成就，已呈现出一个代表初期文明
社会的壮丽景观，推动着多元一体的中国古
代文明的最终形成和壮大发展。

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张良委员会秘
书长张志超认为，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厘清
黄帝世系极有必要。“上古时期，在由母系
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走婚制渐发展为巡幸制。各个部落通过大
王巡幸与之实现联姻，建立稳固的政治盟
友关系，保持正统性，拥有合法的统治权。
巩义河洛古国地处连山，史称神都，是神农
之孙连山氏所创，各个部落围绕此都城建
有卫城，西山古城即为连山氏之子有熋氏
之城，熋本义即为巨鳖，故城址为圆形。有
熋氏经天鼋氏、帝鸿氏至轩辕氏”。

“新郑市是古云湾所在，具茨山是供奉
祖先之地，‘其上多玉而少石，其下多积蛇，
故所居者为有蟜部落’，即轩辕黄帝母亲附
宝之部族，是黄帝出生成长的地方。轩辕
黄帝强化中央集权，一统华夏，别姓氏、定婚
姻，成为我们的人文共祖。”张志超表示，作
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郑州地区及周边的
文化遗址城摞城的现象极其普遍，还有丰
富的地下宝藏等待我们发掘，相信许多疑
问，以及关于史料记载的诸多矛盾之处，都
会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得到揭示和证实。

谋划筹建西山遗址生态
文化公园

5000 多年前的西山，受母亲河的滋
润，黄土发育丰厚，气候更为温暖湿润，正

是古代人类繁衍生息的理想之所。无论谁

曾入主过该城，它开启了后代大规模城垣

建筑规制的先河，在中国都城史、中国建筑

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如今的西山古城址，已全部掩埋于地

表之下，树木繁茂，遍地野花绿草，透着田

园式的静谧与纯朴。考古工作者孙建国退

休后申请住在这里，自愿当起了这片土地

的“守护人”。耕种劳作、鸡犬相闻，挥之不

去的黄土情结晕染在每一个日夜。

“我在西山遗址旁生活了快 20年，眼

见这里变得越来越宜居，文化氛围越来越

浓厚，身边的亲戚朋友都羡慕我住在了景

区里。”家住西山小区的刘天华说，这里紧

临黄河，文化灿烂，历史悠久，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人来此探寻历史的回响，“5000年

前的仰韶先民也曾在这片土地筑城生息，

点燃文明星火，这让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感

到分外自豪。”

先民已去，城址深藏，悠远的文化气息

却留驻于这片土地，持续滋养着栖居在这

里的人们。

“西山遗址是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为进一步彰显遗址价值，惠济区围

绕遗址保护，谋划了西山遗址生态文化公

园项目。”惠济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王新

芳介绍，“公园将在呼应整体山水环境风貌

的基础上，凸显城址格局，强化史前‘城’的

形象，通过‘塑城’‘营境’‘融业’等策略手

段，形成‘一核、一馆、一带、一环’的空间布

局，营造具有历史沧桑感的景观环境空间，

重塑5000年前的仰韶古城，实现穿越时空
的沉浸体验。”

“九问溯源 奋楫笃行”第三问

中华第一城的主人是黄帝吗?

市教育局直属学校
公开招聘毕业生

11日起开始报名
本报讯（记者 王红 李娜 张勤）为不断提升我市教育水平，选

聘乐教适教善教的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省会30所市教育局直
属学校近日面向部分高等院校公开招聘228名优秀毕业生。

本次公开招聘涉及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学校以及特殊教
育学校，包括郑州市实验幼儿园、郑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郑州外
国语学校、郑州市第四高级中学、郑州市第五高级中学、郑州市回
民高级中学、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郑州市第九中学、郑州市第十
一中学、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等 30所市
教育局直属学校。228个招聘岗位涉及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汉语言、体育教育、英语、化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生物、地理、
历史、思想政治、美术、法律、机械设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心理学
等多类专业学科。

公开招聘坚持严格教师准入，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
则。其中，赴教育部直属六所师范院校招聘2022年应届公费师范
生；公费师范生报考须于 2022 年 7月 31 日前取得毕业证、学位
证、报到证、教师资格证等相关资格证书。赴具有国家建设学科等
高等院校招聘 2022年应届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或择业
期内未就业的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毕业生。

报名拟先采取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时间为4月 11日 9：00至 4
月 13日 17：00，报名网址为郑州市教育局直属单位（学校）公开招
聘网上报名平台。

“贸法通”河南
服务月启动

本报讯（记者 曹婷）近日，“贸法通”河南服务月活动正式启
动，外贸企业可免费享受“一站式”实时法律服务。

“贸法通”全称中国贸促会企业跨境贸易投资法律支援平台，
由中国贸促会搭建的以在线咨询为主体，集法律查明、案例查询、
经贸预警、培训会议、交流互动等为一体的涉外商事法律公共服务
平台。为企业咨询在跨境贸易投资中遇到的知识产权、风险防范、
争端预防和解决、贸易救济、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反垄断、国家安
全审查、企业海外利益保护和预警等法律问题。

省贸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贸法通”平台在我省深度推广，将
为省内外贸进出口企业进一步拓展经贸信息互通渠道，进一步优
化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方案和涉外法治营商环境。

为进一步放大平台效应，推动更多外贸企业享受政策红利，省
贸促会依托涉外商事法律服务专家委员会，汇聚郑州大学法学院、
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中原工学院知
识产权团队等力量，组建专家服务团队，全天候全流程为境内外企
业提供“一站式”实时法律服务。企业可通过电话、在线留言、微信
客户端三种方式，咨询全球经贸法律问题。

地铁实施
“双码”进站

本报讯（记者 张倩）记者昨日从郑州地
铁运营分公司了解到，乘坐郑州地铁须核验
车站“郑州市场景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
卡”。郑州地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为广大市民乘客营造安全、健康的出行环境，
核验车站“郑州市场景码”和“通信大数据行
程卡”双码联查是其中重要一环。

乘客乘车时需打开手机微信、支付宝或
“郑好办”APP 扫描车站“郑州市场景码”。
首次使用时，跳转至“健康扫码信息填报”界
面，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下方“提交”，自动跳
转界面，并向工作人员出示绿码。经工作人
员查验后，点击界面下方“查看行程卡”。首
次验证时，跳转至“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界面，
输入手机号获取验证码，点击“查询”后显示
动态行程卡，向工作人员出示绿码。

郑州地铁线网各车站出入口、安检口已
张贴车站“郑州市场景码”，请广大市民主动
扫描出示，方便快速进站。

我市召开推进会作部署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
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

（上接一版）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正视问题、克难
攻坚，切实解决难点和堵点问题，确保各项灾后重建工作加快推
进。要高度重视工程质量问题，严格落实工程质量责任制，把灾后
恢复重建工程建成优质工程、放心工程；要加强对资金使用的审计
监督，确保资金安全、合规使用。要未雨绸缪，提前研判，切实做好
各项防汛工作准备，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把防汛救灾各
项工作做到前面、落到实处。各级各部门要不断攻坚克难，坚决打
赢灾后恢复重建攻坚战，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在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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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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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以此而言，肇始春秋、绵延至今，已经
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三月三，拜轩辕”，一直以
来都很好地起到了载体和“桥梁”的作用。持续不
断地夯实中华民族认同基础、增强民族凝聚力和
文化向心力，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已成为弘扬黄河
文化、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
信、凝聚磅礴力量、推动民族复兴的重要平台。

“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发展富有特色的全
链条文旅业态，壮大以创意为内核的文化产业，打
造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世界文化旅游胜地”，
我省将“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战略”作为“十大战略”
之一。具体到省会郑州，嵩山、黄河，轩辕黄帝，它
们在郑州大地上紧密相连，共同描绘出早期中国
的灿烂文化，谱写出早期中国的动人华章，更是郑
州宝贵的文化资源，是足以令每个河南人、郑州人
感到自豪和骄傲的文化名片，它们将在当下和未
来，发挥出更加持久与强大的精神力量。立足文
化根源地之灵秀，以拜祖大典为契机，涵养“文化
郑州”之魂，“丰富载体，创新业态，推动文物遗存
的具象化和活化”，在守正创新中，古老的文明也
必将生发新芽、历久弥新。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走自己的
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
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
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坚定
文化自信，才能不断从中汲取最充沛的养分、最深
沉的力量。体悟“根脉所系、魂魄所依”的黄河文
化、黄帝文化对华夏儿女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不断夯实文
化自信的坚实根基、锻造文化自信的强大生命力，我们相
信，郑州必定能不断开创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新局
面，在中原更加出彩中出重彩、河南崛起中起高峰。

西山遗址出土的彩陶

西山遗址北城门西侧的奠基遗存

西山遗址西北隅城墙平面 本组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