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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燕妮燕妮（（左左））在调查中在调查中勘探线路勘探线路。。

图图②②：：邱振威邱振威（（左左））在野外在野外钻探取样钻探取样。。

图图③③：：地层堆积良好的地层堆积良好的皮洛遗址皮洛遗址。。

图图④④：：郑喆轩在皮洛遗址观察地层郑喆轩在皮洛遗址观察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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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有这样一则新闻引

人 关 注 ：一 群 平 均 年 龄 20 岁 的 女

兵 ，来 到 冰 天 雪 地 的 青 藏 高 原 戍

边。恶劣的自然环境，高强度的训

练，不但没有压垮她们，反而磨炼

了 她 们 的 意 志 与 体 魄 。 姑 娘 们 用

行动说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

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

来在青年。我们党的百年历史中，

一代代青年不懈拼搏奋斗，成就人

生价值、实现光荣梦想。波澜壮阔

的百年征程启示我们：只有把青春

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才能让青

春绽放更绚丽的光彩。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民

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人

生 理 想 的 风 帆 要 靠 奋 斗 来 扬 起 。

从“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振臂高

呼，到“抗日救国、救亡图存”的奋

起 抗 争 ，再 到“ 团 结 起 来 、振 兴 中

华”的时代强音，始终听党话、跟党

走的中国青年，积极投身党领导的

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谱写了

一 曲 又 一 曲 壮 丽 凯 歌 。 每 一 代 青

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

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努力拼搏，

绽放青春光彩，而接续奋斗是一以

贯之的主题。

创 新 创 造 是 点 燃 奋 斗 的 火

花。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

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

前列。粤港澳大湾区如火如荼的

创 新 创 业 实 践 ，少 不 了 青 年 的 参

与；瞄准“卡脖子”难题，攻克关键

核心技术，离不开青年敢为人先、

勇于突破；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克服前进道路上这样那样的风险

挑战，更需要广大青年锲而不舍、

驰 而 不 息 的 奋 斗 。 从 80 后 、90 后

成 为 托 举“ 嫦 娥 ”的 中 坚 力 量 ，到

“中国天眼”工程运行团队的平均

年 龄 只 有 30 岁 ，再 到“ 奋 斗 者 ”号

载人深潜团队年龄最小的成员出

生 于 1995 年 ，在 创 新 报 国 的 新 征

程上，广大青年必将大有可为，也

必将大有作为。

服务人民是奋斗的方向。在实验室日夜攻关，在救治一

线与死神赛跑，在社区乡村筑牢疫情防线……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处处都有年轻的身影。每到毕业

季，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选择背上满满的行囊，奔赴远方、扎

根基层，立志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到基层和人

民中去建功立业，每个就业岗位的选择都是对人民立场的诠

释，都是个人理想与家国情怀的同频共振。在为人民服务中

茁壮成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在

不懈的奋斗中结出最丰硕的果实。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前进的道路从不会一帆

风顺，新时代中国青年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

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中国青

年一定能谱写更加壮美的青春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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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曲市申扎县驻村，我是带着孩子去的。那时，孩子还小，离

不开人……”西藏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青年干部德

吉旺姆听到青年同事分享的故事，深深地被触动了。作为一个母亲，

她也参与过驻村，把孩子带去意味着要付出比其他干部更多的努

力。在交流环节，德吉旺姆说：“从之前的脱贫攻坚到如今的乡村振

兴，党员干部都冲在前线、干在一线，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

动员力、行动力、战斗力。”

这是西藏自治区区直机关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上的一幕。今年以

来，德吉旺姆参与了多场理论学习活动，涉及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

多个重要话题，德吉旺姆等青年干部的理论视野越来越宽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西藏也出台一系列文件，开展了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今年

10 月，在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交流会上，西藏自治区林草局

青年干部冯强说。

“西藏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统

筹发展和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西藏自治区发改委青

年干部阿旺次仁从能源角度谈了自己的体会。

近年来，针对 80 后、90 后年轻干部逐步增多的情况，西藏自治区

区直机关把加强青年理论武装作为机关党建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单

位以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为依托，组织青年开展学习交流，有计划、有

落实、有督促、有保障，凝聚青年力量。

据了解，西藏自治区区直机关各单位已成立青年理论学习小组

520 多个，持续开展“比学理论·比强信仰”活动，组织动员青年干部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积极发挥作用，广大青年理论素养、

思想觉悟和业务能力不断提高。

“青年理论学习突出‘两个结合’，即结合本职岗位、结合成长经

历，青年干部在交流发言中不用面面俱到，小切口谈所学所悟，扎实

推进青年理论学习取得新成效。”第九批中央和国家机关援藏干部、

西藏自治区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陈利明说。

西藏西藏自治区直属机关积极开展自治区直属机关积极开展青青

年理论学习年理论学习——

印在脑海 融入心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驭尧

2021 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

年。百年来，一代代考古人为建设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着光

和热，这其中有许多年轻考古人。他们扎

根考古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文明传承

的使命与担当。

郑喆轩：

探求人类起源、演化、

迁徙的远古图景

当众多形态规范、制作精美的手斧出

现在眼前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

郑喆轩难掩兴奋之情。

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皮洛

遗址考古发掘近 1 年，郑喆轩逐渐适应了这

里绿草如茵的夏、漫山冰雪的冬，熟悉了这

里发掘现场的黄土堆积。正是在这里，他

带领团队发掘揭露出丰富的地层堆积，从 7
个文化层中出土石制品 7000 余件，精美的

手斧和薄刃斧就在其中。

古朴、对称、扁薄……距今至少 10 万年

的先民的工具，放到今天都会引人赞叹。

“这是目前东亚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

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遗存。”

郑喆轩介绍，阿舍利技术是人类早期智慧

技能发展到一种高峰的标志，所以备受国

际考古界关注。这些发现为进一步认识早

期人类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下顽强生存与发

展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皮洛

遗址的发现，令不少专家惊叹。

这个重要的考古发现背后离不开郑喆

轩等青年考古工作者的付出和努力。出生

于 1988 年的郑喆轩，本科和研究生就读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后进入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2019 年春，郑喆

轩首次踏上川西高原这块土地开展考古调

查，在他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一个线索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西方学者曾在

甘孜疑似发现过手斧。经过持续的调查，

郑喆轩和同事们发现了包括手斧点在内的

多个旧石器遗址点，但多年的田野考古经

验让他坚信：“川西高原还将会有重要的考

古新发现！”

2019 年夏，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四

川省文物局的支持下，郑喆轩带领团队在

川西高原正式开展旧石器专项考古调查工

作。经过两年多的调查，他带领团队用脚

丈量川西高原 2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

在高寒、缺氧、大风、极端天气频发的恶劣

环境中，翻越一个个高坡、进行一次次发

掘。经过数十万次的弯腰、跨过数千万步

的路途，他们让 60 余处旧石器遗址点群得

以呈现，这其中就包括遗物丰富、地层堆积

良好的皮洛遗址。

2021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北

京大学联合考古队组建了多学科团队，对

皮洛遗址的年代学、环境考古学、古 DNA
等多学科信息进行了全面提取。“从系统发

掘的几个点到遗址百万平方米的面，我们

发现遗址内部是有机的聚合体，包括中心

营地、石器加工厂和临时营地等，这些共同

建构了早期人类的栖居形态。”在今年国家

文物局举办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

展工作会上，郑喆轩代表团队介绍，“皮洛

遗址是迄今青藏高原发现的面积最大、地

层保存最完好、堆积连续、文化类型丰富多

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

高海拔地区发现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

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

古的一项空白。”

郑 喆 轩 的 专 业 方 向 是 旧 石 器 时 代 考

古，这在考古领域中也是相对冷门的方向，

但他却乐在其中。“旧石器考古工作者主要

研究对象是古人类加工使用的石器，需要

以简单的打制石器为切入点，综合多学科

研究，一点点地去还原人类起源、演化、迁

徙的远古图景。”郑喆轩说，“探索未知、揭

示本源，这就是考古的魅力所在。”

燕妮：

为长江文化的传承和

弘扬贡献力量

“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想要走考古这条

路的？”每当提起自己的职业，燕妮总是会

被这样问。

1981 年出生的燕妮，是重庆文物考古

研究院女子考古队项目负责人。高中时，

一次偶然的机会，燕妮读到了考古学家、科

幻作家童恩正写的《古峡迷雾》。这个讲述

20 世纪 20 年代中美联合考古队寻找失踪

的中国籍队员遗骸的故事，激发了燕妮对

考古的兴趣。高考填报志愿时，燕妮选择

了吉林大学的考古专业，毕业后来到重庆

市文物考古所，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及研究

工作。

然而，当燕妮真正进入考古第一线时，

她才发现考古没有想象中的简单。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以三峡考古工作为契

机，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2012 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女

子考古队应运而生。这是一支以女性专业

力量为主体，涵盖了男性技工、保安人员的

综合性团队，燕妮是其中一员。

燕妮和女子考古队队员们主要负责重

庆三峡库区消落带的地下文物抢救性发

掘。每年 5 月底，消落带江水水位会降至

150 米左右；9 月初，蓄水水位会重新升至

175 米左右。因此，每年留给考古队的发掘

时间仅 3 个月左右。燕妮说：“在清理墓葬

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时去修整墓圹，当器

物露头后，我们还要蹲在坑里，一件件清

理、绘图，身上的衣服是湿了干、干了又湿，

但姑娘们都咬牙坚持了下来，尽心尽力完

成项目发掘工作。”

除了担任女子考古队的队长，燕妮也

是一位妻子、母亲。为了考古事业的发展，

燕妮牺牲了不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从

2006 年至今，她每年少则 6 个月、多则 10 个

月奋战在田野一线，承担了 30 余项田野工

作。虽然辛苦，燕妮却对女性参与考古事

业充满信心：“从国际、国内实践来看，女性

考古工作者发挥了细致、感性的特点，在自

己的专业领域内都有非常出色的成绩。作

为一名从事考古工作的女性，我会以乐观

的态度和专业的素养，完成田野考古的各

项任务。”

从业 16 年来，燕妮和女子考古队队员

们在一次次的田野发掘中，完成和历史的

对话，破解未知的谜团。她不但实现了自

己最初的梦想，也深感肩负重任：“我个人

的成长，不但是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蓬

勃发展的一个投影，更是中国文化自信散

发光辉的一个见证。”最近，燕妮带领女子

考古队正在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巴人墓群

开展主动性考古工作，并启动了小田溪考

古遗址公园的规划编制工作。

邱振威：

触碰人类最广泛时空

范畴的学问之一

“航空遥感，似鹰击长空，扶摇直上；田

野丈量，若诗遇远方，闲庭信步；水下解密，

如鱼翔浅底，烝然罩罩。聚落起、景观成、

家户见，分地层、辨类型、论文化，探远古人

类 ，观 民 族 民 俗 ，赏 艺 术 理 念 ，叹 人 文 科

技。结构成分如何，工艺生计哪般，食性惯

习怎样，基因选择为何……”在纪念中国现

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的文章中，有一篇名

为《我心中的考古》，国家博物馆环境考古

研究所所长邱振威在文中这样描述考古

工作。

1990 年 8 月出生的邱振威，2006 年进

入安徽大学学习考古专业，2015 年从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技考

古专业毕业后，进入国家博物馆工作。邱

振威坦言，当初他是被调剂到考古专业的，

曾经历了犹豫纠结，但慢慢地发现了考古

的乐趣。

学习考古 15 年、工作 6 年多，邱振威的

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

雪南遗址，是邱振威作为执行领队开展考古

发掘与资料整理的首个考古项目；在河北省

张家口市康保县兴隆遗址，新的发现不断刷

新他对七八千年前坝上地区文化面貌的认

识，也触发了他对中国北方史前考古学文化

发展演变的研究兴趣；对于海南省东方市的

荣村遗址，邱振威参与田野发掘、资料整理，

并完成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在考古中

的应用越来越多。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同

时，邱振威也致力于植物考古与环境考古

的研究。邱振威说，作为考古学中的重要

分支与交叉学科，植物考古与环境考古以

多学科的技术为研究手段，目的是认识与

理解先民与环境、植物之间的关系。

“以江苏太湖流域开展的一项相关工

作为例，这里素以鱼米之乡著称，我们考古

工作的目的是了解鱼米之乡是怎么形成

的。”邱振威说，“借助环境考古、植物考古

等综合技术手段，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环

境是怎样的，如何发展到现在的，先民是什

么时候出现的，在当时做了什么。”

考古团队首先选择了一处受人类活动

影响较小的古湖，利用钻探的方法获取古

湖 18 米深的沉积物土样，获取当时的环境

信息。邱振威说：“我们可以根据沉积物中

发现的花粉推断当时的树种，重建 2 万多年

以来的植被景观。”

同时，团队还选择了古湖附近的一处

人 类 活 动 留 下 的 考 古 遗 址 ，采 集 各 种 样

品，分析人类活动痕迹。“将两处信息进行

对比，我们可以评估先民对植物的选择与

利用，分析环境与植物对文化更替、人群

迁 徙 、文 明 起 源 与 发 展 的 影 响 。”邱 振 威

说。从样品采集、实验提取到分析讨论，

他们团队完成了多处遗址的环境演变、植

被景观及先民的植物选择与利用的恢复

与重建。

近年来，考古事业受到了更多人的重

视和关注，也给了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和更

广阔的舞台。“无论是你选择了考古，还是

考古选择了你，都应该庆幸，你触碰到人类

最广泛时空范畴的学问之一。”邱振威说。

在田野发掘中认识历史在田野发掘中认识历史、、解码文明解码文明——

扎根考古一线的年轻人扎根考古一线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珏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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