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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78年，原为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6年

改为现名，主要负责新疆文物保护和科研工作。其中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主持的

若羌县小河墓地发掘成果入选“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李文瑛主持的尉犁

县营盘墓地发掘成果入选“199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胡兴军主持的尉犁县克

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8年以来，研究所依托“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主持主动性考古发掘22项，合作

实施33项，在人类文化起源、区域文化研究、丝路考古研究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

随着环境的变化更迭，在新疆，曾经水

草丰茂的孔雀河流域，逐渐被风沙掩埋。

未知的古代人类居址散落于干旱的河床，

融入历史长河。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常年风餐露宿，在

荒野中寻找、挖掘，清理出一块块残片，再

还原出历史长河中那些故事。

他们，便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

古工作者。他们一代接续一代奋斗，先后

在孔雀河流域发掘出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

等为世人瞩目的遗迹，其中三项考古项目

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再现了这

片区域曾经灿烂的文化。

“考古工作者经历的
苦，其他行业的人可能很难
体会”

在新疆考古学界，有一位老学者无人

不知，他是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伊弟利斯·
阿不都热苏勒。从 1979 年起，他便一次次

穿行于荒无人烟的沙漠，参与、主持过新疆

尼雅、楼兰、小河及克里雅河流域等重大考

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现已过古稀之年，依

然活跃在考古工作一线。

2002 年 12 月 底 ，伊 弟 利 斯 组 织 好 队

伍，开了两辆车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寻找

考古项目的具体位置。没想到，队伍突然

遇到大沙丘，车过不去，伊弟利斯便决定把

队伍分散成 5 人小分队，同时准备好一个星

期的供给——一人一天两瓶矿泉水、两个

馕，再拉上睡袋加考古工具，每个人肩背近

60 斤的负重、靠步行在沙漠里前进。伊弟

利斯那时候已经 50 多岁，“到目的地的时

候，大家疲惫到了极限。”

在沙漠里工作，水是非常宝贵的。伊

弟利斯说，每天工作结束后，最多留一盆水

供大家轮流洗脸，大部分时间只能用湿纸

巾擦一擦。有时遇到风沙实在大、水资源

十分紧缺的情况，每人每天只能用一杯水

刷牙，更多的水要用来保证饮食。

80 后胡兴军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9
月进去、次年 3 月出来，连只鸟都看不到，整

整半年我只洗了两次澡。”

这样的工作环境，对于身为女性的考

古所现任所长李文瑛来说，更是考验。“考

古工作者经历的苦，其他行业的人可能很

难体会。在孔雀河流域调查的时候，女同

志晚上睡在吉普车的车顶上，男同志则直

接睡在地上，有时候遇到废弃的羊圈大家

也凑合着住。”李文瑛说，“要是赶上收工后

有口热饭吃，晚上有热水泡泡脚，那可真是

太幸福了！”

有一次，李文瑛主持的考古项目中发

现 了 一 套 风 格 独 特 的 衣 饰 ，出 土 时 几 乎

没有受到损伤。“需要马上把衣服揭取下

来，尽快进行保护。”李文瑛说，首先做的

是“ 还 潮 ”，当 时 正 值 盛 夏 ，“ 还 潮 ”的 修

复 工 序 要 在 一 个 用 塑 料 薄 膜 罩 起 来 的

密闭空间内完成，“我们这些操作都是在

项 目 现 场 进 行 的 ，工 作 人 员 个 个 都 大 汗

淋漓。”

主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项目时，胡兴

军白天和工人一起挖掘，晚上再将挖出来

的东西进行筛选、分类、整理。“2019 年到

2021 年 ，我 们 每 年 在 沙 漠 里 待 5 个 多 月 。

夏天的时候被蚊子咬得浑身是包，到了冬

天则冷得炉火一晚上不敢熄灭。”胡兴军回

忆过往，历历在目。

“没有这份细致，这个
活儿你根本没法上手”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极其恶劣，

伊弟利斯带队进出沙漠近百次，从未出过

问题。但 2004 年 12 月 24 日那天，却让他一

辈子也忘不掉。

那次发掘工作即将结束。中午，伊弟

利 斯 和 几 名 同 事 开 着 两 辆 车 ，采 购 完 装

箱 起 运 文 物 的 物 资 ，进 入 了 小 河 区 域 。

刚 走 10 公 里 ，沙 尘 暴 席 卷 而 来 。“ 昏 天

黑地，什么都看不见，沙丘上的车辙被刮

得一点不剩。”伊弟利斯只能凭着记忆和

经验辨别方向，他先步行找路，再让车辆

跟上。

晚上 11 点，在营地焦急等待了很久的

队员们才看到伊弟利斯和其他人归来，他

们连睫毛上都粘着沙子。大家问他是怎么

找到路的，伊弟利斯回答：“靠信念、靠毅

力，更靠细致的观察力。”

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进入的大

学 生 需 要 10 年 左 右 的 磨 练 ，才 能 独 当 一

面。这 10 年，练的就是一个细致。

“没有这份细致，这个活儿你根本没法

上手。比如发掘出土的织物，有些糟朽厉

害，稍微卷揭便会断裂，有的本身就酥烂不

堪，你只能耐着性子一点一点来做。”李文

瑛说，文物的细微痕迹在操作过程中难免

受到破坏，特别是有的织物需要切开处理，

原始形态便不复存在。

胡兴军展示了一张工作照，照片中的

两位考古队员灰头土脸，在烽燧旁“筛沙

子”。“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中出土的文物，大

多就是这样‘筛’出来的。”胡兴军说。

一般来说，烽燧挖掘过程中很少会发

现 文 书 ，但 是 克 亚 克 库 都 克 烽 燧 比 较 特

别，总共发掘出 700 多件文书。“大部分是

卷成团后被扔掉的，藏在垃圾堆里，历经

1000 多年，碎成了指甲盖大小的残片，和

荒草混在一起。”胡兴军和队员只能一点

点过筛，“重要的区域筛了 6 遍，连指甲盖

大小的文书残片等都不能遗漏。”

筛过的沙土，大家也舍不得丢。队员

们挑选重点区域的沙土，装了 100 多只蛇皮

袋运回来，再一点点采样、浮选。“收获非常

惊人，我们采集到了 40 多种植物，有小米、

黄 米 、小 麦 、甜 瓜 籽 等 ，还 有 一 些 动 物 骨

片。”胡兴军说，希望能完整地把这座唐代

烽燧全貌呈现出来。

“总有一个瞬间，让我们
觉得值得”

近年来，大众对文化遗产的关注空前

高 涨 ，李 文 瑛 闲 暇 时 也 喜 欢 去 博 物 馆 逛

逛。“去年夏天在博物馆参观时，现场观众

人头攒动、络绎不绝。历史长河里不可再

生的文化遗产，在我们的手铲下被一点一

点发掘、揭示出来。我觉得，考古工作者的

辛苦非常值得。”李文瑛说，人们的热爱，对

考古工作者来讲，是人生的幸事，更是沉甸

甸的责任。

对伊弟利斯来说，揭开塔里木盆地史

前先民小河人的神秘面纱是他毕生的追

求。“小河墓地的发现和研究，揭开了新疆

考古工作的重要一页，基于此进行的多学

科研究成果，增强了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

话语权。”伊弟利斯说，但遗憾的是，迄今

仍未找到小河人的生活区域。为了完成

这个任务，2014 年退休至今的 10 年里，他

每年都要重返小河，和年轻的文物保护志

愿者们一起，在沙海里搜寻小河人群的生

活遗迹。

“总有一个瞬间，让我们觉得值得！”对

胡兴军来说，这个瞬间就是通过发掘出的

文物还原历史人物的生活，并在他们身上

找到自己的影子。胡兴军印象最深的一瞬

间，是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发掘出的一封

没有寄出的书信，“信的内容让人很感动。

1000 多年前的一名将士，将家里的事务都

托付给了妻子，他在信中叮嘱‘娘子不须忧

愁，收拾麦羊’。”

他由此想起自己的妻子。由于自己长

年在沙漠里工作，家里全靠爱人打理，刚工

作时，两人也常常通过书信表达情感。“那

一瞬间，仿佛与千年前将士的生活有了跨

越时空的奇妙重合。这些感动，激励我继

续在考古领域坚守下去。”胡兴军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

在历史长河中打捞宝贵记忆
本报记者 李亚楠

在福建省福州市社会福利院里居住已

经是第十三个年头，高鹤鸣依然不觉得时间

长：“在这里，生活有保障，活动有乐趣，这里

就是一个幸福院！”

春日阳光灿烂，福利院大门口，“有福之

州 幸福老人”八个大字格外醒目。前不久

提升改造完成的院子里，环形塑胶漫步道一

直从大门口延伸到老年公寓楼。漫步道上，

凉亭、花坛、绿植错落有致。身着红色唐装，

年过八旬的刘小兰老人迈着小碎步，走得稳

稳当当。“马上就要开饭了，我去瞅瞅今天准

备了啥好吃的……”

回顾近来福利院的变化，院长甘蔚铭说：

“我们持续改善老人居住环境，刚刚改造了院

落景观，新建了老年综合活动中心，实现了

‘出公寓楼，就是山水城’的目标。”眼下，230

多位老人入住福利院，刚过去的春节，有超过

八成的老人选择留在院里过年。

什 锦 太 平 燕 、清 蒸 鱼 …… 走 进 新 楼 食

堂，琳琅满目的菜式引人注意。“这些菜品新

鲜软糯，还考虑了专业营养师的建议，改善

老年人体质。”副院长谭倩倩说。

“奶奶，您要多活动活动手指手腕，这一

套手指操课程您可得记牢啊！”说话的是 90

后姑娘朱小冉，她是院里的年轻面孔，2016
年从福州大学毕业后，便在福利院里担任全

职 社 工 ，策 划 活 动 、开 设 兴 趣 班 是 她 的 拿

手活。

去年初，在朱小冉的努力下，一个名为

“ 别 样 红 ”的 志 愿 服 务 队 在 老 人 群 体 中 成

立。扭秧歌、练合唱、排新歌，朱小冉担任指

导老师，带老人们一起活动。眼下，服务队

已经表演了几次节目，“之前院里的春节联

欢也是我们担当主力呢！”服务队队员杨碧

琳老人说。

“降压药要按时吃，可别耽误了！”护理

部主任陈晓君的工作很忙碌，一本工作日志

上，每位老人的健康状况都详细记录在案。

医务室里，全科、保健科、精神科等科室设置

完善。院里还与辖区卫生服务中心、福州市

第二总医院及福建省老年医院组成医养结

合医联体，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签

订共建协议，每月有专科医生来院巡诊，建

立老人转诊绿色通道。

吃罢午餐，刘小兰拿出纸笔，一笔一画

写起来，“院里举办演讲比赛，我也准备写一

个演讲稿，争取上台讲一讲！”刘小兰开心

地说。

福建省福州市社会福利院改善老人居住环境——

“这里就是一个幸福院”
本报记者 刘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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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记者对几张照片印象深刻。

一张是晚霞中，一座小土包上竖着一

根木杆，木杆顶端挂着一个金属水桶，开

着网络信号热点的手机装在桶中寻找微

弱的信号，一群考古工作者围着木杆给家

人报平安；一张是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考古

工作者们从成堆的沙子里筛选文物残片，

漫天沙尘将他们包围；还有一张是考古工

作者们蜷缩在背风处躲避风沙，衣服的褶

皱里积满了沙子……

正是这样的艰辛探索，才有了我们今

天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一张张文书、一片片

木简、一块块织锦、一枚枚印章。

“大漠孤烟甘寂寞，长河落日自辉煌”，

这是他们自己写的一副对联，也是他们工

作的真实写照：一代代考古人行走荒野，追

古抚今，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工作，

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

仅在 2018 年到 2022 年的 5 年间，新疆开展

73 项主动性考古项目，涉及重点城址、烽

燧、史前聚落、矿冶遗址等 20 处。

今天，“考古热”“文博热”频频出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持续迸发。相信在一

代代考古工作者的接续奋斗下，更多历史

文化遗产会被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让

中华文明的瑰宝代代相传。

让中华文明的瑰宝代代相传

本报北京 3月 19日电 （记者齐志明）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

会获悉：截至今年 1 月底，“提振消费信心 我们在行动”大型公

益活动共推出了 448 项各具特色的举措，惠及消费者超过 18.23
亿人次，带动消费约 1611.72 亿元。

2023 年 3 月 15 日，中消协联合全国各地消协组织共同发起

“提振消费信心 我们在行动”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全国共

有 30余家省级（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省级消协组织围绕“提

振消费信心”，结合地方特点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公益活

动，推进落实惠民举措，取得了丰硕成果。

“提振消费信心 我们在行动”
公益活动惠及消费者超 18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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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重产量，又重产能，努力在高基点
上实现粮食生产新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出

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这些关键点要一个一个抓落实、抓到位，

努力在高基点上实现粮食生产新突破。”

保障粮食安全，提升粮食产能是首要任务。春耕一线，广袤

田间，良种、良法、良机、良田、良制融合，筑牢大国粮仓根基。

3000 多亩高标准农田，田成方、渠相连。山东省嘉祥县国

庙村种粮大户国东来感慨：“旱能浇、涝能排，农机开得进来，春

管更省心。”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目前全县建设高标准农田 77.7万

亩，接下来将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和管理，推动粮食种植绿色化、特

色化，让良田产出高效益。”嘉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胡宝军说。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陕西省渭南市东雷抽黄灌区近日启动

春灌，伴随水泵轰鸣声，汩汩黄河水沿着纵横渠系提到旱塬。“小

麦喝饱水，长个有劲儿。”合阳县黑池镇峪渠村村民车峰刚浇完

自家地块。东雷抽黄灌区不断完善渠系，扩大灌溉面积，今年将

完成春灌 55 万亩次。

春耕有序推进，背后是农业基础设施持续改善。2023 年我

国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8611 万亩。今年加快报批实施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以提升粮

食产能为首要目标，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持续加强政策和资金保障，分区分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提供坚实支撑。还将实施 1000
处以上大中型灌区改造升级，预计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 5000
万亩以上。

田间地头，好种子落地生根。“农技员给我们推荐了‘众信麦

998’，抗倒伏、抗倒春寒，品质好。”河北省馆陶县柴堡镇樊堡村

种粮大户许延岭说。

实验室里，育种创新正攻关。在先正达集团中国杨凌技术

中心，高通量分子检测让育种精准度越来越高。科技工作者在

七八个月内创制数十万株育种材料，两到三年可推出具有优良

特性的新品种。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

险，种业振兴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2023 年，国家审定推出了

一批优质绿色水稻小麦、耐密宜机收玉米、高油高产大豆、优质

短季棉品种，今年农业农村部将持续加快选育推广高油高产大

豆、短生育期油菜、耐盐碱作物等生产急需的自主优良品种。

春耕备耕，农机先行。这几天，山东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车间里，每三五分钟就有一台新型智能拖拉机下线。

“车轮上的春耕”加速跑。“无人驾驶拖拉机，马力足，跑得

快，一小时能耙 60 多亩地，效率提高三成多。”山东省青岛市同

富勤耕农机合作社工作人员于彦宝说。

320 马力无级变速拖拉机、电驱式精量播种机实现量产应

用……今年我国将加大先进农机创制力度，深入实施农机装备

补短板行动，为农业生产提供更为坚实的装备支撑。

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春耕有序推进，背后是我国农

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稳步增强。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接下来要突出应用导向，强化自主创新，全面推进农业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尽快在底盘技术、核心种源、丘陵山区农机

装备等领域取得突破。

既抓生产，又护生态，确保粮食生产
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不断升

级，粮食生产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春耕一线，各地

区各部门转方式、调结构、提品质，加快推进生产方式全面绿色

转型，推动粮食生产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

生产向绿，粮食生产节本增效。

放水入田，旋耕机驶入，绿肥、有机肥与田土融为一体。湖

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新阳村种粮大户高帅说：“种植绿

肥、测土配方、喷施生物农药，使得减药能达 20%至 30%。”长沙

市深入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动粮食生产从高产稳产向优

质高效升级。

“绿色春耕”折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该减的减下来，推动

农药减量化，推进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融合发展、节水农业发

展。该加的加上来，今年继续推进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

计划，实施保护性耕作 1 亿亩，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制度体系，不断提升地力。

品种更多，粮食供给更加多元。

拌肥、拉线、覆膜……四川省苍溪县金飞阳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赵小波忙着播种早玉米，“合作社管理 3000 多亩地，合理

搭配，茬茬接续，种植小麦、玉米、水稻和油菜等粮油品种。”

春耕一线，农业结构调整扎实推进。扩大油菜面积，支持发

展油茶等特色油料；支持东北地区发展大豆等农产品全产业链加

工，打造食品和饲料产业集群……各地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并举格局，让消费者餐桌更丰富。

品质更优，粮食产业提档升级。

“市场缺啥，我们种啥。”来自江苏省沭阳县的“新农人”刘苏

不断尝试，“‘新麦 58’的面筋强度和延展性好，我们与面粉企业

签订单，约定每斤收购价比市场高 0.1 元，只要管得好，肯定丰收

又增收。”

春耕生产跟着市场走。各地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

兴农，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提升粮食品质、打造粮食品牌、完

善粮食质量追溯，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我

国优质粮食增加量将年均增长 10%以上。

春耕正当时，生机勃勃的田野孕育新的丰收。全力抓好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端稳端牢中国饭碗，扎实推进农业强国建

设，为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

新的贡献。

图①：胡兴军在考古现场整理记录。

图②：伊弟利斯在考古现场对一个胡

杨立柱进行测量。

图③：李文瑛在考古现场进行挖掘工作。

以上图片均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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