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日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种田、屯粮，是刻在国人血脉中的文
化基因。它源自对粮食富足的不懈追求，
是几千年农耕文明代代传承留下的印
记。 这种“种田魂”在华夏大地上延续了
多长时间？ 大约 4000年！

5 月 15 日 ，“行走河南·读懂中
国” 文明探源集中采访团来到周口市
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 探访坐落在这
里的时庄遗址，揭开天“夏”最古粮仓
的面纱。

在时庄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一处

面积约 5600 平方米的人工垫筑台地
上，集中分布着 29 座特殊的遗迹。 它
们围绕在房屋周围， 外围有两圈夯土
围墙，地基高，外层抹泥防潮，遗迹下
方还有隔水层、绝水层。

根据建筑形制的差别， 这些遗迹
大致可分为地上建筑和地面建筑两
种，与民间沿用的粮仓十分相似。 “考
古人员在它们的底部，检测出了粟、黍
类作物的成分，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
小米和黄米。 对遗迹底部铺垫的植物
和编织物进行分析，发现成分为芦苇。
结合建筑形制， 专家判断它们是古代
的粮仓。”时庄村党支部书记时兴荣告

诉记者。
据时兴荣介绍，2019 年 4 月，一家

秸秆生态能源综合利用项目即将落户
时庄村。 开工前， 他联系当地文物部
门，请求进行先期勘探。 没想到，这一
探就发现了一片总面积约 10 万平方
米， 包含了龙山末期至夏代早期、东
周、汉唐时期遗存的古遗址。

经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周口市文物考
古管理所研究人员的深入发掘， 时庄
遗址两年间发现各类遗迹 399 个 ，其
中特殊遗迹 29 座，即后来确定的古代
粮仓。通过对采集样品的碳十四测年，

专家判断粮仓遗迹距今约 3750 年至
4000 年之间，正是夏朝的早期阶段。

其实，专门存储粮食的“仓廪”很
早就进入了文字记录的视野。 甲骨文
的“仓”字就是一个地下窖穴上面覆盖
着圆锥形屋顶的形象， 可以防雨、防
风、防沙尘。 时庄遗址发现的这 29 座
“粮仓”遗迹，为研究我国早期国家粮
食储备、 统一管理等提供了绝佳的实
物资料。

“种种迹象表明，夏朝的先民们在
长期的劳动生活中， 已经懂得了如何
‘藏粮于技’。 ”时兴荣说，它们见证了中
华文明种田囤粮的悠久历史。

（下转第二版）

探访周口淮阳时庄遗址

穿越 4000 年 走进“粮仓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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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艳）5 月 18 日，市
委书记张建慧到郸城县调研河南周口
国家农高区建设工作，强调要聚焦“四
区一基地”功能定位，完善工作机制，
加强要素保障，注重上下联动，强化高
效协同， 全力推动河南周口国家农高
区建设取得新突破。

张建慧首先来到粮食精深加工产
业园正星粉业项目建设现场， 详细询
问工程进度和企业生产能力、 产品市
场前景、未来发展方向等，指出要注重
创新发展，围绕专种、专收、专储、专用
大力发展订单农业， 围绕开发引进新
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生产具有高附加
值的终端产品，推动产品向产业链、价
值链中高端迈进， 切实提升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为打造全链条发展、全要素
支撑的粮食精深加工产业园提供坚实
支撑。 在千喜鹤食品产业园项目建设
现场， 张建慧希望企业依托周口特色
优质农产品，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
路，注重增品种、提品质、塑品牌，努力
把该项目打造成全国食品加工行业的
新标杆。在科技创新中心，张建慧察看
公共实验室改造和专家公寓项目建设
进度，指出要在项目建设上提质效，在
优化服务上下功夫，厚植创新生态，更
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
来到郸城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张建
慧察看小麦长势， 强调要毫不松懈抓
好小麦后期精细化田间管理， 强化气
象预警预报，防止“干热风”等自然灾

害，确保夏粮丰产丰收。在详细了解入
驻农高区科研团队的研究方向和工作
推进情况后，张建慧强调，要注重加强
科研合作，立足河南、辐射黄淮，奋力
在小麦种质研发转化上取得突破，推
动黄淮平原小麦产业创新发展。 张建
慧还到智慧农业信息中心察看了高标
准农田数据采集和监测情况， 指出要
在智慧粮田信息平台建设上打造样
板、统一标准、高效推进，为实现耕种
管收全流程智能化提供技术支撑。

在听取河南周口国家农高区管委
会工作汇报后，张建慧强调，要坚定发
展信心，抢抓发展机遇，以建成 “四区
一基地”为目标，准确把握发力点、着
力点、侧重点，推动河南周口国家农高

区建设不断有新进展、 新进步、 新成
果。要完善工作机制，管委会要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制定年
度工作计划，规范工作流程，做到思想
再解放、目标再明确、重点再突出、力
度再加大。要强化高效协同，牢固树立
“一盘棋”思想，站位发展大局，提供有
力保障，注重上下联动、条块结合，及
时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
堵点，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要坚持项目
带动，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科
创中心、 粮食精深加工产业园等项目
建设，下大力气引进一批有影响力、竞
争力的农业高新技术企业， 不断为农
高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柳波、路培果、孔阳参加调研。①6

张建慧在郸城县调研农高区建设工作时强调

完善工作机制 强化高效协同
推动河南周口国家农高区建设取得新突破

������本报讯（记者 王艳）5 月 18 日，周口
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 2023 年第四次
会议召开，研究审议有关规划编制、项目
地块控规图则等事项， 安排部署下一步
重点工作。 市委书记张建慧主持会议并
讲话。

会议听取《周口市中心城区（川汇主
城）“六线”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成果汇
报，要求各有关单位紧密结合工作实际，
对照相关规定及法律法规， 对涉及本部
门的规划编制内容提出完善意见。

会议指出，城市“六线”控制性详细
规划是在城市总体规划之下保证和指导
城市及项目合理有序布局建设的重要依
据。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生
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
态空间天蓝水清的要求，深化研究、细化
完善，高质量编制中心城区“六线”控制
性详细规划，更高效地指导城市建设，保
障民生和公众利益， 实现城市和谐健康
和可持续发展。

会议强调，要坚持“多规合一”，注重
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衔接， 不断提升
“六线”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严肃性、 科学
性、可行性、操作性，为高质量建设现代化
周口提供更有力的空间保障。 要强化数
字赋能，加快编制城市数字地图，尽快形
成集数据资源管理、成果审批、用途管制、
监测评估等于一体的国土空间数字化治
理平台， 为城市建设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要围绕城市未来发展需要，树牢全域一体
发展理念，规划适应城市发展趋势的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打造以公铁水联运为主体
的多式联运场站体系， 建设适度超前、功
能完善、安全高效、贯通全域的现代化交
通路网，畅通城市对外出入口，提升快速
通达能力，使城市运转更加高效、群众生
活更加便捷。要按照构建“三级三类”便民
服务中心的要求， 突出便民利民惠民导
向，科学优化功能布局，满足广大市民办
理公共事务、看病养老、消费购物、休闲娱
乐、运动健身等日常生活所需，打造“15 分钟便民生活圈”，努力让群众生活更
便利、更舒心。

会议听取了有关项目地块控规图则和规划方案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树
立战略眼光、精品理念、系统思维，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严格执行相关技
术标准，正确处理好城市空间与建筑设计之间的关系，以高标准规划引领高
质量城市建设。要学习借鉴雄安新区建设宝贵经验，坚持把绿色发展理念贯
穿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 加快转变城乡建设方式， 系统化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打造一批绿色、节能、智能化高品质建筑。 要坚持节约优先，持续提升土
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探索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王宏武、孙鸿俊出席会议。 ①6

周
口
市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委
员
会

二
〇
二
三
年
第
四
次
会
议
召
开

张
建
慧
主
持
并
讲
话

������新华社西安 5 月 18 日电 （记者
温馨 蔡馨逸）5 月 18 日晚， 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陕西省西安市
大唐芙蓉园为出席中国－中亚峰会的
中亚国家元首夫妇举行欢迎仪式和欢
迎宴会。

维夏之月，百卉俱开。暮色中的大
唐芙蓉园楼阁巍峨 ，流光溢彩 ，美轮
美奂。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吉尔
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
娃、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土库曼斯
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 乌兹别克
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和夫人米尔济
约耶娃陆续抵达。

习近平夫妇在紫云楼前同贵宾亲
切握手，互致问候，并合影留念。

习近平夫妇为贵宾举行唐朝传统
迎宾仪式。 紫云楼前，礼乐和鸣，明快有
力的古代佾舞、 绚丽婀娜的芙蓉花舞，
表达了古都西安人民的热情好客，体现
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精神风貌。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们共同前
往元功门举行欢迎宴会。

习近平发表欢迎致辞， 代表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中亚各国元
首。 习近平指出，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
东方起点， 见证了中国同中亚国家两
千多年的深厚友谊。 千百年来，中国同

中亚人民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创造了
古丝绸之路的辉煌， 书写了人类文明
交流史上的华章。 中国同中亚国家建
交以来，走过了不平凡历程，取得了举
世瞩目成就。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我们始终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
济、互利共赢，国家关系实现从睦邻友
好到战略伙伴， 再到命运共同体的历
史性跨越， 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注
入正能量，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强调， 深化中国－中亚合
作， 是我们这代领导人着眼未来作出
的战略抉择，顺应世界大势，符合人民
期盼。 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明天的
峰会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开启中国
中亚关系新时代。 我们诚挚欢迎中亚
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 共同开创中
国－中亚合作更加美好的明天。

宴会后，习近平夫妇同贵宾们共同
观看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文化艺术年
暨中国－中亚青年艺术节开幕式演出。

演出呈现了十三朝古都风华和丝
路共鸣， 展现了千里秦岭的绿水青山
及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来自中国
和中亚五国的歌手联袂演唱主题曲
《美美与共》， 赢得各国元首夫妇和现
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蔡奇、王毅、秦刚等出席上述活动。

习近平和彭丽媛为出席中国－中亚峰会的中亚国家元首夫妇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
并共同观看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文化艺术年暨中国－中亚青年艺术节开幕式演出

������5 月 18 日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陕西省西安市大唐芙蓉园
为出席中国 - 中亚峰会的中亚国家元首夫妇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 宴会
后，习近平夫妇同贵宾们共同观看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文化艺术年暨中国－中
亚青年艺术节开幕式演出。 这是习近平夫妇在紫云楼前同贵宾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初夏时节，世界目光聚焦西安。中
国－中亚峰会 5 月 18 日和 19 日在这
里举行。

连日来， 海外舆论和各界人士纷
纷表示， 中国－中亚峰会不仅在中国
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 ， 也是着眼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重大行动 ，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
践，将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为世界和
地区和平稳定、 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
能量。

双方关系新跨越
树立国际关系典范

在举办中国－中亚峰会的古城西
安， 六色石榴花形象的峰会会标引人

注目。六片花瓣呈螺旋上升式排列，中
心为西安地标钟楼， 寓意中国和中亚
五国朋友齐聚西安，共叙传统友谊，共
谋未来发展，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中亚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中国－
中亚机制的所有参与方都是近邻 ，
（下转第八版）

世界目光聚焦中国－中亚峰会
□新华社记者乔继红 张远 朱瑞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