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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湛蓝，阳光洒向古老的

独克宗古城。在黄土墙、木片瓦

的传统民居之间，点缀着飞檐翘

角的特色瓦房。行走古城，时刻

都能感受到民族的交往、交流和

交融。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

里拉市建塘镇金龙社区位于独克

宗古城。这里常住的 988 户居民

中，有汉、藏、纳西、彝、白等 7 个

民族。金龙社区居委会主任杨永

兴介绍，历史上，这里是茶马古道

上的重镇。岁月流转，马铃声声

中，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相遇，

不同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在这

里交流交融。

在金龙社区，多民族家庭占

比达 75%。今年 97 岁的汉族老人

叶德祥一家四代人，26 口人中有

4 个民族。叶德祥老人的孙女叶

永祯说，一家人共同生活，和谐

融洽。

“ 比 如 在 饮 食 方 面 ，爷 爷 虽

是汉族，但早餐也习惯了吃青稞

炒面，配一碗加奶渣的酥油茶。”

叶永祯介绍，家里也吃炒菜、包

子，有时还去餐馆品尝川菜。“生

活上和谐，少不了互相尊重和包

容的心态。”叶永祯说，一大家人

在一起，口味也慢慢融合得更相

近了。

不只是生活，长期以来空间

上的集聚，促进了社区内不同民

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也让各民族

的文化有了更多交融。

社区居民共过传统节日、共跳民族舞蹈，是金龙社区的传

统。每到一些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古城月光广场上就热闹非

凡。在社区组织下，舞狮队、各民族舞蹈队的精彩节目轮番上

演。“大家一起耍火把，一起跳锅庄舞。”杨永兴说。

在建塘镇，藏族姑娘人人有一套重要场合才穿的“礼服”，上

面绣着白族、傈僳族等的特色纹饰。“这是在长期的民族交流中

自发产生的服饰文化融合。”杨永兴说。

近些年，独克宗古城越来越受到游客青睐，也吸引着各地的

人们到金龙社区安家落户。人员众多、情况复杂，在社区工作已

3 年多的杨永兴感觉，工作既好做，也有挑战。“我们从解决群众

身边烦心事着手，构建和谐共居环境，促进各族居民之间的交

融。”杨永兴说。

古城的发展吸引了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人王五桃。几

年前，她开了一家民族服装的小店，店铺位于一个交叉路口，

地段不错。但是，门口固定点位的垃圾桶，让她有些烦心。“不

光游客丢垃圾，周围店铺为了图方便也把垃圾堆在这里，非常

影响做生意。”

了解到王五桃的问题后，金龙社区网格员蔡红芬与杨永兴

一起，先是跟独克宗古城管理委员会协商，把门口的垃圾桶从店

铺门口挪到街道拐角位置，既方便游客又不影响商家。社区又

走访附近店铺，了解他们的需求，协调垃圾车定时定点来清运。

“现在门口干干净净，做生意的心情都‘清爽’了！”王五桃说。

杨永兴介绍，金龙社区以党建为引领，组建了党员、业主、志

愿者等组成的网格员队伍，明确网格员维护民族团结、矛盾纠纷

化解等职责。入户走访、召开居民大会……通过掌握信息、了解

群众利益诉求，社区内的问题做到早发现早解决，群众之间相处

如同一家人，古城的旅游发展也驶入“快车道”。

天色渐晚，古城被温暖的灯光点亮，四方街上的“舞蹈联欢”

拉开帷幕。悠扬的音乐响起，脚下踏着鼓点的游客，跟当地居民

一起加入围圈而舞的行列。舞蹈的圆圈越扩越大，欢乐的氛围

也在古城荡漾，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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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牛河梁，因牤牛河源出山梁东麓得名。

这里曾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发掘出“红山女

神”人头塑像等文物，成为红山文化最具代

表性的遗址。这些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研究馆员郭明长期驻扎在牛河梁遗址，她

和同事们过着近乎“两点一线”的生活——

晨光熹微之时上山，从考古工作站来到发掘

现场，日落时分返回工作站，继续开展研究

工作，用辛勤的探索，一点点追寻那些古老

的历史记忆。

“到牛河梁遗址实地
踏查，为研究陶器打开了
更大空间”

牛河梁考古工作站坐落在山坳中，紧贴山

梁。20世纪 80年代，第一代田野考古工作者

建起了一栋三合院，一砖一瓦皆取自当地。发

掘前期，成果异彩纷呈，除了“红山女神”人头

塑像和祭祀建筑群，玉环、陶器、彩陶片、泥塑

残件等器物也密集出土。在三合院正前方，有

一间小房子，挂着“标本展示馆”的牌子，可以

说是牛河梁遗址博物馆最早的雏形。

2008 年春天，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工作的郭明和一些考古人员一起来到牛河

梁遗址。出发地沈阳春暖花开，郭明穿着裙

子就上了火车。“到了工作站后，没想到山风

非常大，再看同行的老先生们，厚外套、围巾

一样不缺。”郭明回忆。

这是她第一次来到牛河梁，但她对这片

遗址并不陌生。自 2003 年加入辽宁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郭明从事了 10 年文物保管工

作。其间，她撰写了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

研究对象是辽宁的筒形器。这项研究一直

延续至今。

牛 河 梁 遗 址 曾 发 掘 出 大 量 上 无 盖 、下

无底的陶筒形器，在学界对于红山文化的

研究中，它是一大谜团，从筒形器的功能来

说，就有乐器、器物底座、祭祀礼仪用具等

推测。

郭明从一开始就更关注这些陶筒背后

所蕴藏的社会性。“从考古角度来看，陶器

的 突 出 特 点 就 在 于 它 的 不 好 保 存 。 和 玉

器、金属相比，陶器容易破损，需要不断生

产制作新的，这种极强的更新性，让它更能

反映不同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郭明

说，“到牛河梁遗址实地踏查，为研究陶器

打开了更大空间。”

“老先生们在松林里
发现玉制筒形器，由此找到
5000年前的祭祀建筑群”

其实，在郭明研究筒形器期间，牛河梁

遗址的发掘正处于沉寂期。自 2003 年牛河

梁第十六地点考古发掘完成后，10 余年来，

遗址并未启动新的发掘，而是在对之前的发

掘成果进行梳理、研究。

2011 年，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辽宁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统筹整

理的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即将完成。郭明

作为兼具史前考古和文物保管知识的研究

人员，参与了相关工作。

“发掘报告出版前，我们和出版社对接

细节，给一些器物补拍照片。从这些资料

里，能看到早年考古的不易。当时，牛河梁

遗址上有不少松树，老先生们在松林里发

现玉制筒形器，由此找到 5000 年前的祭祀

建筑群。”郭明说。

2017 年起，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重新启动红

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对象是牛河梁遗址

第一地点 2 号建筑址。郭明也从其他遗址调

至牛河梁，参与发掘工作。“得益于之前参与

过发掘报告的整理工作，我对牛河梁遗址的

考古资料更为熟悉。前辈们的考古成果和

前瞻性想法，让人很受启发。”郭明说。

考古工作站也来了一批新人。走进三

合院，在大家的布置下，遗址发掘研究联合

工作室显得很有生活气息，除了桌上资料、

电脑、仪器堆得满满当当，十几盆多肉植物

长势颇佳，十分显眼。这与郭明在沈阳的家

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长期驻扎在站里，

家里的多肉植物都没养活。

发掘工作也取得了新进展。在 2 号建筑

址地处遗址中心海拔最高的山梁上，1986
年，老一辈的考古工作者曾确认，这里有 3 座

山台式建筑；2017 年发掘重启后，考古工作

者进一步发现，这里有 9 座台基，台基上残存

的垫土厚度达 4.6 米。郭明说：“这一定程度

上代表着社会规模、组织和动员能力已经达

到了一定水平。”

与此同时，郭明对于筒形器的研究仍在

继续。一个大型的积石冢，往往会摆放数百

个陶筒形器，这些陶器的底沿、口部、纹饰留

下了不同的制作痕迹。她从残片开始，将这

些陶器的信息收集起来，建立数据库，再进

行整理归纳，最终找到了其中的规律：在陶

筒形器制作过程中，有三个群体参与其中，

他们分别负责工程统筹、工序协调、生产制

作，并且有自己的制作标准。2019 年 9 月，

郭明发表了专著《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

社会的构成》，阐述她对红山文化晚期社会

性的发现与思考。

“多收集数据、多填补
空白，为后续研究打下更好
基础”

今年是郭明在牛河梁遗址进行田野考

古的第八个年头。牛河梁已成为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牛河梁遗址研究发掘也迎来新

阶段。 202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会同辽宁、内蒙古和河北 3 个省份共同申

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行了红山文化

考古研究组织架构的组建、工作机制的建

立和科研规划的编订。同年 10 月，以牛河

梁遗址第一地点 2 号建筑址为代表的牛河

梁遗址考古发掘列入第五期“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

北方冬季较长，每年可供发掘的时间有

限。在发掘现场，郭明身材娇小，扎着一条

辫子，帽子遮住半张脸，每句话都干脆利落，

现场指挥井井有条。这个昔日穿裙子上山

的姑娘，如今每天裹着冲锋衣，在辽西北的

风沙中用手铲细细发掘，慢慢探索遗址的

奥秘。

与以前相比，如今的考古工作条件有了

很大的改善。郭明记得，早年考古工作者用

相机进行记录，相机不够，站里的工作人员

需要轮着用。 2018 年，她为了记录约 1000
平方米的地表数据，拍了近 3000 张照片，把

照片导到软件里合成三维图像，电脑足足运

行了一周；现在，站里配备了滤波测绘技术，

可 以 将 当 地 地 形 转 化 为 一 目 了 然 的 地 貌

图。发掘前期需要通过测量来确定位置，以

往，工作人员要在树丛间钻进钻出，给出几

个定点；现在，可以利用北斗系统得到精准

的数据。

去年底，国家文物局公布“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将牛河梁遗址确定

为“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郭明在高

兴之余，一度有些焦虑。“遗址年代久远，发

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可能工作很久，都难

以找到理想的证据。”但她很快调整了心态，

“基础性的工作总要有人来慢慢地做，即使

我们这一代考古人获得的成果不像前辈那

样耀眼，也要尽可能地多收集数据、多填补

空白，为后续研究打下更好基础。”

辽宁牛河梁遗址田野考古项目执行领队郭明——

细细发掘，追寻历史记忆
本报记者 辛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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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郭明，1978 年生，辽宁省北镇市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牛河梁遗

址田野考古项目执行领队、“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秘书长，主要

研究领域为东北地区史前考古。发表红山文化相关研究论文 20 余篇，出版《牛河梁

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构成》等专著。

马尾辫、工装裤、太阳帽……这样的

打扮，简洁利落，让郭明在人群中很有辨

识度。田野考古不易，不消说与家人的两

地别离，单是这辽西北旷野的风沙和荒

寂，可能就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郭明的

执着，来自对考古事业的热爱。从最初接

触红山文化起，她就把关注点放在一个个

陶罐中，参加田野考古后，她更是把之前

的研究积累与考古现场相结合，以抽丝剥

茧的方式解读古人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

展情况。

郭明说，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继

续通过发掘和研究工作，梳理区域文明的

发展进程，进而探索其在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格局中扮演的角色。心怀热爱，她的奋

斗脚步不停歇……

心怀热爱 脚步不停

本版责编：张彦春 宋 宇 张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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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 ，一 排 检 修 完 毕 的

“和谐号”动车组缓缓开出车库的情

景，让中国铁路武汉局武汉动车段地

勤机械师马耀锋（见上图，受访者供

图）难以忘怀。10 多年过去了，从“和

谐号”到“复兴号”，中国的高铁车型经

历了多次升级换代，作为动车检修机

械师，他潜心钻研，不断提升适应工作

需要的检修技术。

动车检修机械师被誉为“高铁医

生”，为保障列车运行安全发挥着重要

作用。2009 年，刚出校门的马耀锋对

这一职业还有些陌生。他几乎把全部

精力都投入到检修工作中，从作业标

准到部件原理，从拆卸到安装，一项项

研究，一步步练习。

动车组检修分为一到五级，数值

越高，检修难度越大。 2015 年后，武

汉动车段开始全面发展“高级修”。要

求提高，马耀锋的技能也随之升级，他

探索出符合生产实际的检修标准和流

程，共推广岗位作业法 12 项。他还为

“高级修”研制了多功能测量尺、闸片

更换专用工具等 15 件工具工装，极大

提高了检修效率，7 项成果被推广到

铁路一线各单位。

2019年 4月，武汉动车段首次配属

“复兴号”动车组，面对新车型，马耀锋

组织团队成立了研究小组。有一次，马

耀锋和同事发现一列动车组的车门发

生故障。“为了调查故障原因，我们需要

把车门附近的部件一点点拆下来，再用

万用表测量。光拆卸和诊断就要花

40分钟。”马耀锋说，每列高铁的停留时

间有限，检修超时就会导致后续列车晚

点。马耀锋团队最终研发了“复兴号”

动车组车门敏感胶条电阻测量仪表，将

测量时间降低至 5 分钟。这一成果获

国家专利和全国铁道青年科技创新奖。

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

在马耀锋的工作间，可以看到他正在

检修的受电弓、车载电视等设备。“过

去，这些设备坏了就整机更换，太浪费

了。”马耀锋说，“我就把出故障的部件

搬回来研究，现在只修不换，能节省不

少成本。”起初，面对电子元器件密密

麻麻的电路构造，马耀锋无从下手。

为了弄清原理，马耀锋一次次进行实

景模拟试验，还购买书籍学习相关知

识，终于成功完成了自行组装试验，最

终 攻 克 了 配 件 的 最 小 化 单 元 维 修

问题。

如今，武汉动车段从配属 42 组动

车组发展到配属 230 组动车组，检修

任务随之增加。“大家一起努力，才能

跟上发展的步伐。”马耀锋说。 2015
年，以他名字命名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挂牌成立，他在忙碌的检修工作之余，

坚持把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传授给身边

人。工作室先后涌现出 6 名全国技术

能手、12 名全路技术能手，制定修改

了 200 余项作业标准，组织各类技术

攻关 80 项。

“高铁是我国装备制造的一张亮

丽的名片，能从事动车检修工作，我很

自豪。我们要不断钻研，不断创新，让

乘客们享受更加高效而舒适的旅程。”

马耀锋说。

“高铁医生”马耀锋——

问诊动车 技能常新
本报记者 田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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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耀锋潜心钻研动

车组检修技术，随着高

铁车型变化升级，不断

探索符合生产实际的工

具工装、检修技术。他

先后设计推广创新成果

30 多项，获得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11 项，曾获得

“全国技术能手”称号、第

三届全国铁道行业职业

技能大赛冠军等荣誉。

为保障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华中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日前，国网陕西电力 ± 800 千伏陕武特高压直流年度检修顺利完

成。± 800 千伏陕北—武汉特高压直流工程是连接陕西和湖北两省清洁能源的“电力高速路”。自 2021 年投运以来，该工程累计

向华中地区输送电量超 440.5 亿千瓦时。图为工作人员在检修位于陕西榆林府谷县的高压线路。 龚仕建 慕琦宇摄影报道

本报成都 6月 11日电 （记者宋豪

新）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曾

达乡羊肚菌生产基地里，村民们正在忙碌

地采摘。“去年我把土地流转给了基地，现

在在基地务工，每天都能有稳定的收入。”

村民陈小华说。据了解，该基地自去年 10

月成立以来，便以“支部+公司+农户”的发

展模式帮助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近年来，金川县建立县乡村三级统

筹联动推进机制，选派任用 170名驻村第

一书记和驻村干部、95 名东西部协作和

省 内 对 口 帮 扶 干 部 坚 守 一 线 、强 村 富

民。同时，金川县还大力推动生态农业

产业发展，有效带动全县 5.3 万余名群众

稳定增收。在就业帮扶方面，金川县通

过“帮扶车间+托管”等模式帮助脱贫人

口持续增收。目前已落实 3161个公益性

岗位，实现脱贫人口务工就业 3673人。

“金川县将立足生态、区位优势等，

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扎实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

子。”金川县委书记郭素梅说。

四川阿坝州金川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特色产业助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