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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冬季以来，家住青海省西宁市
城中区的王铁每周末会去西宁周边骑
车，2013年退休后，王铁迷上了自行车
运动。

“夏季和车友们骑行在青海湖畔有
一种特别通透的快感，但只要不下雪，
冬季骑行在青海也会有一种别样的心
情。‘猫冬’的日子并不是退休老人们
的专属。”王铁说。

爬山同样成为很多运动爱好者的选
择。每天早晨，西宁南山都会有很多晨
练者，而更具挑战性的雪山也有不少人
尝试。即使在气候寒冷的冬季，位于青
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的
岗什卡雪峰仍常有登山爱好者光顾。

登山在西藏同样火热，该地区的山
峰条件独一无二，部分山区冬季仍然适
合开展户外运动。每年，西藏都会在秋
冬之际举行登山大会。今年 11 月初，
第十五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在拉萨市当
雄县羊八井镇揭幕。活动中，来自全国
各地的业余登山爱好者在西藏登山队、
西藏圣山登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专业高
山协作的带领下，向海拔 6010 米的洛
堆峰发起挑战，最终有 45人登顶。另有
20多名户外爱好者参与了洛堆峰的徒步
活动，成功抵达海拔5600米的终点。

目前西藏登山管理部门已对羊八井
镇的启孜峰、洛堆峰、雪古拉峰进行了

考察和开发，这些山峰既可作为西藏专
业登山运动员的训练场所，又具有进一
步开展群众性户外运动的潜力。

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是当下的趋势。
记者从西藏体育局和当雄县有关部门了
解到，未来，体育部门还计划与当地政

府合作，设计马术骑行、汽车和摩托车
越野等较为适合在冬季参与的项目，并
将体育项目体验与当地的温泉、地质景
观游览等旅游资源结合起来，发展羊八
井的冬季体育旅游产业。而在青海，每
年跨年期间，也会在王牌景区青海湖举

行徒步游活动。
民族传统舞蹈也是青藏高原冬季全

民健身的一个有力抓手。西藏自治区体
育局社会和民族传统体育指导管理中心
书记范振强表示，西藏许多偏远农牧区
进入冬季后气候恶劣，甚至会出现大雪
封山的情况。在这种条件下，开展大型
体育活动并不可行。

“不过，这些地区原本就有跳锅庄
舞等民族传统舞蹈的习俗，因此因势利
导，依托社会体育指导员或基层干部，
带领偏远农牧区群众把舞蹈跳起来，是
冬季健身的好选择。”范振强说。

目前，拉萨市文体中心、日喀则市
体育馆等一系列场馆已竣工，成为高原
居民冬季热衷前往的健身场所。

除了全民健身项目，竞技体育赛事
也让青藏高原冬季体育多了一些看点。
记者从青海省体育局获悉，今年12月15
日，中国青海国际冰壶精英赛将在青海
多巴基地开幕。此外，2018年初，青海海
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还会举行一年一度
的青海国际冬季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

高原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是不争的
事实。进入冬季后，空气中的氧含量较
其他季节更低。专家提醒，冬天在高原
健身，推荐进行低强度的有氧运动。运
动前，应当充分进行热身，运动后应及时
加衣，防止感冒。 （据新华社西宁电）

初冬时节，位于广西壮
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大
山深处的龙脊梯田蓄水充
盈，云雾缭绕，吊脚楼、梯
田和群山若隐若现，构成一
幅幅醉人的美丽画卷，吸引
众多中外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前来游览拍摄。

吴生斌摄
（图片来源：中新网）

地处中原的河南淮
阳怎么会有巴蜀古剑？
4000 多年前这里的人们
咋就有了世界最早的排
水管道？……日前，“手
铲释宛丘——淮阳平粮
台遗址考古发掘 40年成
果展”在河南博物院艺
术馆开展，带领人们探

寻4300多年前先民的文明足迹。展览中，140组、400
多件各类精美文物集中亮相，让观众惊叹先人的智
慧。专家表示，平粮台遗址是目前中国考古界发现的
最早的、最为方正规矩的一座城址，开辟了中国古代
都城方形建制的先河。

世界最早排水管亮相

位于河南省淮阳县的平粮台古城遗址是中国最早
发现并确认的史前城址之一。这里出土了大量珍贵的
文物，包括原始人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
饰品，古城墟上有先民住过的土房痕迹并残留有先民
烧制陶器的窑址等。

在展厅中，一截陶质排水管实物尤为引人注意，
陶管上饰篮纹、绳纹、方格纹，一端有榫口，另一端
稍粗，节节套合，两端有高差，可以向城外排水。

据了解，在发掘过程中，三条陶水管铺设的管道
呈倒“品”字形排列，发掘时管道还保留5米多长，埋于
两个用土坯垒砌的门卫房中间的路土下。为进一步揭
示遗址内涵，专家运用田野考古数字化技术，动态还
原出当时筑城、排涝、修补和维护城墙等过程，向观
众形象展示了4000多年前先民的智慧和生活场景。

考古专家推测，平粮台城址在使用的过程中，曾
饱受内部水患困扰。如何将城内积水有效排出城外，
一直是先民们关心的问题。“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
的、规划最为先进的排水设施，开创了门卫和城市管
道排污的先河。而土坯的使用、门卫房和排水管道的
设置，也充分说明4300多年前先民们在早期城址建设

上的创造精神。”参与遗址发掘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研究员曹桂岑说。

“宛丘古城”谜底揭开

平粮台古城遗址位于淮阳县城东南 4 公里大朱庄
西南的一个高地，面积百亩。此台方方正正，高出附
近地面3至5米，附近群众盖房、造宅、立窑制砖取土
使东部、南部、西部中间被挖平，使它露出端倪。

1979年考古学家发掘此地，经研究后认为古城的
建城年代距今约 4300 年，名称确定为宛丘。据 《尔

雅·释丘》：“丘上有丘为宛丘，陈有宛丘。”宛丘在陈
地，而陈地便是今天的淮阳县，也是当初太昊伏羲氏
建都定制的地方。

除了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工作者还对大量的出土
文物进行了分析考证，最终一致认定平粮台古城遗址
和太昊故墟宛丘是一个地方，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
地之一。至此，“陈为太昊之墟”“炎帝神农初都陈”
等历史文献记载，得到了证实。

专家表示，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宛丘古城被确
定为一座龙山时期的城址，是目前考古界发现的中国
最早的古城址之一。该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包括大汶
口文化晚期、造律台文化 （或称王油坊类型）、二里头
文化、商周时期文化遗存。此外还有一批楚、汉时期
的墓葬，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国家形成以及青
铜冶炼历史等重大学术问题，都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方形建制流传后世

宛丘古城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面积
最大、保留最好的古城址，南北长185米，东西宽185
米，呈四方形，城内使用面积为5万多平方米。

现场的展览模型清晰展现了古城排水设施、南门
门卫房、车辙痕、排房基址、墓地等规划布局。“平粮
台遗址是目前中国考古界发现的最早的、最为方正规
矩的一座城址，开辟了中国古代都城方形建制的先
河。”曹桂岑认为。

专家认为，平粮台古城处于中原早期国家形成的
时期，其正方形的城址规划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古代
都城建制。此后，（长） 方形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城市
建设规划的一个根本思想和原则。此外，平粮台古城
的南北两门大体居中且方形城址的布局已具有中轴线
对称的雏形，这也是影响中国都城规划的重要思想。

除了“宛丘古城”之谜的发现，此次考古发掘的
龙山时期卜骨、陶鸟，为研究中原龙山至商代的骨卜
习俗提供了线索；战国楚至汉代墓葬出土的文物精
粹，如越王剑、巴蜀剑、错银弩机以及盘龙佩、琉璃
珠、玉璧等大批玉器，为探究战国时期楚越关系提供
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
一表述明确标识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新时代之所以成为新的历史阶段，最
关键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要求就是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转化变化。从十一届六中全会
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在矛盾的主要方面上表现为
以下三点变化：一是人民需要的内涵大大
扩展，从物质文化的领域向包括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和生
态文明在内的全面美好生活跃升和转变；
二是社会生产能力的水平明显提高，从

“落后的社会生产”发展到现代化的经济大
国和制造强国，并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
和增长最快的投资来源国，我国告别了短
缺时代，也告别了规模、速度和总量满足
阶段，社会生产向形态更高级、结构更复
杂、分工更合理的水平上提升和发展；三
是发展重心和抓手转向结构性改革，“不平
衡不充分”成为我国当前的短板和发展的
关键，向平衡要效益和效率，向充分要空
间和质量，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
杆、降成本和补短板，推动发展理念迈向
创新、平衡、绿色、开放、共享的新阶段。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落点对应着
“美好生活需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
展”成为我国创新发展思路、构建新发展
模式、形成新发展动力的重要基础，并形
成新时代发展的重要特征。

“不平衡”包括经济不平衡、制度不平
衡、社会不平衡和理念不平衡等重要领
域，并相互影响、彼此牵联、形成整体，
解决起来难度大、风险大、影响大，当然，意
义和作用也更为巨大。经济不平衡主要包
括产业不平衡、区域不平衡和动力不平
衡，是“不平衡”的基础；制度不平衡则
主要包括准入制度、分配制度、管理制度
和产权制度上的不平衡，是“不平衡”的
条件；社会不平衡指向了阶层不平衡、流动不平衡、权
利不平衡等深层次问题，是“不平衡”的深化；理念不平
衡指出了经济与生态、民生与社会、积累与消费、先富
与后富之间的不平衡理念关系，是“不平衡”的显化。

“不充分”则主要包括要素不充分、产业不充分、竞
争不充分、模式不充分和形态不充分等，要完善机制，
强化治理，形成有序、稳定、活力、创新的良好局面。
要素不充分是指新要素的开发、闲置要素的使用和低效
要素配置优化上的不足，其改变是走向“充分”的前
提；产业不充分是指新产业的培育、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和新旧动能联动发展上的不足，其改变是走向“充分”
的支撑；竞争不充分是指垄断的破除、竞争机制的优化
和竞争环境的保障上的不足，其改变是走向“充分”的
保障；模式不充分是指新模式的落地程度不够、融合程
度不好、对传统经营模式的整合范围和深度不足，其改
变是走向“充分”的动力；形态不充分是指技术形态、
产品形态和产业形态上的单一和缺失，从而使模块化、
分布式、共享经济等新思维、新业态的发展不足，其改
变是走向“充分”的效率和延伸。

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
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
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作者闫坤，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本报记者张宝库整理。
作者肖像，张超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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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展览现场。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网）

登山、骑行、跳锅庄……

青藏高原上的“体育热”
李琳海 王沁鸥

揭秘中国方形城鼻祖
朱佩娴 王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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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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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记者丁静、邰思聪） 随着南水北
调水量增加与保水效果凸显，北京重要水源地密云水库19日水量
突破 20亿立方米，创本世纪新高。2016年 7月，密云水库蓄水量尚
不足12亿立方米，之后却连续9次刷新纪录，突破20亿立方米大关。

密云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区，是首都重要饮用水源地和生态
涵养区，水源保护区占全区面积的75％。在这里，华北地区最大
水库、北京最大地表饮用水源地——密云水库总库容43.75亿立方
米，最大水面面积188平方公里。

近年来由于上游来水锐减，密云水库蓄水入不敷出，2015年
初蓄水量降至8.2亿立方米，多年无法起到水库的调节作用。据北
京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工程管理处丁凯介绍，2014
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后，一方面自来水厂使
用南水替代密云水库向城区供水，每年减少出库水量超过5亿立方
米；另一方面通过京密引水渠累计反向输送南水 3.64亿立方米至
密云水库存蓄。出库量剧减、入库量增加，再加上近两年的汛期
降雨、区域保水，共同保证了密云水库蓄水量稳步增加、水面不
断扩大。同时，水质稳定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II类以上，首都
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00万。

在第十五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上，登山爱好者在登山协作员的帮助下顺利
登顶。 晋美多吉摄 （新华社发）

在第十五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上，登山爱好者在登山协作员的帮助下顺利
登顶。 晋美多吉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