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 2022年12月2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严姬华8版

淮安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0517-89888733

王林支：
黄码镇万瑞花园二期为全区农房

改善项目，于2020年完成土地挂牌、出
让手续，项目红线见下图。你户位于
红线范围内的树木等附属物已严重影
响工程进度，为保证项目顺利竣工，搬
迁群众早日入住，限你本人在本公告
登报三日内，自行对红线范围内附属
物进行清理，否则我镇将依法依规采
取相关行动，对红线范围内附属物进
行处置，相关收益转至你个人账户。

特此公告！
清江浦区黄码镇人民政府

2022年12月20日

公 告

附项目红线图：

“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

讲述淮安的“青铜盛世”

“引河社区现有空巢老人百余人，

年龄最大的96岁、最小的也有64岁。

一些空巢老人每天生活寂寞、无人说

话，孤独而无助。所以关心关爱服务空

巢老人，也是我们社区长期以来一项不

可或缺的工作。”日前，清江浦区长西街

道引河社区党委书记韩晓明说。

近年来，社区通过入户走访、实地

调研等方式，认真分析孤寡、空巢等老

人目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得知有的

子女出国定居，有的子女在外地工作，

有的家庭失独，还有的虽然和子女生活

在同城，但并未住在一起。根据这些老

人的情况，社区将这些老人大致分为失

能的、能够独立行动但生活需要照看

的、生活能够自理三类。根据不同类

别，社区采取不同的关心关爱方式，对

空巢老人实行定制服务。社区充分发

挥网格员作用，将帮扶对象分配给社区

“两委”和网格员，对完全失能的空巢老

人采取一对一“认亲式”结对帮扶，提供

24小时服务；对能够独立行动但生活需

要照看的空巢老人实行一日双巡，上下

午主动询问状况；对生活能够自理的空

巢老人，主动添加老人的微信，每天了

解其状况，加强沟通。同时，社区还为

老人们提供助医、助餐、助洁、代购、代

缴、代办等生活服务，小区物业还成立

“先锋助老团”，进行实时跟踪、24小时

在线服务。住在一号生活大院的吴大

爷，今年80多岁了，有轻微老年痴呆，

儿子在外上班无时间照顾，一直一人独

居并经常丢三落四。有一次，老人出门

散步忘记带钥匙而无法回家，网格员王

丽第一时间得知消息后，及时打电话给

老人的儿子，让老人安全回到了家。

社区还特别关注空巢老人的心理

问题，及时咨询，第一时间疏导。张奶

奶在老伴去世后一人生活，孤单寂寞，

网格员汪莹便经常跟老人交流，并一有

时间就带老人到所住一号生活大院的

党群服务中心，引导她与其他老人进行

互动交流。为了空巢老人就餐方便，社

区建设“食福乐”老人助餐食堂，为空巢

老人提供低糖、低油、低脂的健康餐，味

美价廉。通区养老助餐点或者老年餐

桌等方式，社区采用线上线下途径为空

巢老人提供定点就餐或上门送餐服

务。除了网格员，社区还发动志愿者为

空巢老人送餐、带老人参加社区各类活

动，让老人愉悦心情。

为提高老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社

区每年定期开展传统节日主题活动，如

春节写对联、开展大联欢活动；元宵节

做元宵、猜谜语；端午节编织鸭蛋网、包

粽子；中秋节制作月饼、做手工花灯；重

阳节做重阳糕、喝菊花茶等，让老人们

不孤独。同时，社区网格员、志愿者经

常把这些空巢老人集中起来，开展形式

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社区为老人提

供免费的活动场所，有舞蹈房、电脑房、

棋牌室、健身房、康复室、健康小屋等；

将每月20日定为志愿者服务日，为老

人免费理发、磨刀、保洁等，不仅让老人

们老有所依，更让老人老有所乐。

社区还为每一位老人建立健康档

案，将姓名、年龄、住址、联系方式、血

压、血糖等一一存档，方便联系和了解

状况。现在，引河社区形成了尊老爱老

助老的良好氛围，提高了广大老人的幸

福感、获得感、安全感。韩晓明说：“每

个人都会老去，我们要像孝敬关爱自己

的长辈一样，关爱服务好空巢老人，让

他们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社区就是空

巢老人的‘家’。” ■融媒体记者 王磊
通讯员 李成斌 王近

“社区就是空巢老人的‘家’”

较首长24厘米，宽18.8厘米，高12.5厘米，为左右两件，呈龙首形，张口露舌，
鼓眸，双角对称，颈部有双铆孔……在淮安市博物馆展出着一套青铜车舆饰件，分别
为较首2件、较身2件、较尾2件、车轼1件、前栏饰件1件、旌饰1件。近日，在市博物
馆，据专家介绍，此套青铜车舆饰件是我国出土的先秦青铜车舆饰件中唯一一套原
大实物构件，种类齐全，纹饰精美，为我国古代车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作为市博物馆“镇馆之宝”，车舆饰件于1978年出土于我市城南乡高庄村的一
座大型战国墓葬。该墓葬共出土原始瓷器、刻纹铜器、车舆铜饰件等各类文物291
件，不仅展示了淮安的历史悠久和灿烂文化，也用无声的语言讲述着属于淮安的“青
铜盛世”。 ■融媒体记者 黄煌 吴家婧 通讯员 蒋炅宇

据考古资料显示，中国古代

青铜器多出土于我国北方，南方

地区出土相对较少。而淮阴高

庄战国墓是江苏境内少有的以

陪葬青铜器为主的墓葬，是中国

古代青铜器的重要考古发现之

一。这些青铜器，因气势恢宏、

工艺精湛、纹饰精美、形制奇特

而著称于世，许多为我国同期墓

葬中仅有和少见的，填补了我国

古代青铜器的空白，丰富和充实

了我国古代青铜工艺，在考古学

和历史学研究中有重大价值。

其中，出土的铜礼器组成了相对

完整的青铜礼器群；出土的刻纹

铜器数量几乎是已知全国各地

出土的同类器物的总和，刻满了

丰富多彩的神人怪兽图像，是研

究中国美术史和神话史的重要

资料之一。

淮安因淮河得名，拥有泗

口、末口两大口岸，其中泗口是

泗水入淮处，经此可溯河北上至

齐鲁和中原；而末口是中国最早

的人工运河邗沟入淮口，经此可

渡淮北上争霸中原。因此，淮安

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运输要冲、兵

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时期，

齐、楚、吴、越在此地进行了激烈

的角逐和争夺，各种各样的民族

文化、地域文化都在此碰撞、融

合和交流，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

格局和面貌。而高庄战国墓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是春秋

战国时期淮安历史的重要见

证。《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

铜卷）序中曾评价，高庄战国墓

中出土有越式鼎和一些具有长

江中下游特色的鉴和盘。其中，

出土的车舆各种青铜部件，其纹

饰近似三晋地区的式样，而细部

则用密集的小点为衬底，与中原

式样又很不同。多元文化的交

融让埋藏在淮安大地的青铜器

绽放出了独特的光彩。

●璀璨夺目的“青铜盛世”

随着高庄战国墓的发现和

发掘，关于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一直是大家探讨的问题。经专

家考证，高庄战国墓的青铜车舆

铜饰件是古代帝王或者皇亲国

戚才有资格使用的“金路”。难

道真的有身份显贵的“大人物”

出现在曾被认为是蛮夷之地的

古淮安？然而，这样的猜测很快

就被推翻。从列鼎制度、随葬车

马坑资格、棺椁规格来看，该墓

葬遵守的是元士一级的礼制和

葬俗。同时，先秦时期原江淮地

区的徐淮夷方国在诸侯列强的

兼并战争中，没有得到壮大和发

展，没有形成幅员广大、雄极一

时的强国，其首领也不过是士或

下大夫一级，或是“子男”一级的

末等爵位和贵族。因此，该墓主

人很可能是元士一级的贵族，其

身份最高是下大夫。在这样的

背景下，墓主人无限膨胀的欲望

逐渐显现。

乱象频出的背后对应着的

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

专家推测墓葬出现“金路”的原

因是这个只有士一级的贵族僭

越礼制，在乱世中羽翼丰满，为

了显示自己的权势和财富，特意

打造出只有帝王才能享受的“金

路”，供自己在阴间使用。然而，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死后向

往帝王生活的低级贵族，在数千

年后的今天落得个尸骨无存的

下场。由发掘得知，椁内共发现

11具人骨，都是殉人，不见墓主

人的尸骨。对于这个问题，可能

有两个原因：一是墓主人棺室在

坚固性和耐腐蚀性方面都优于

陪葬棺和殉葬棺，空间大，有利

各种细菌和各种微生物繁殖、生

长，对尸骨造成破坏和侵蚀；二

是主棺内放置的朱砂导致了墓

主人尸骨的加速腐朽。

●一个低级贵族膨胀的欲望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青铜车

舆饰件，高庄战国墓还出土了一

批刻纹铜器，数目有20余个，其

数量之多，几乎相当于过去所有

出土的东周刻纹铜器的总和，铜

器的刻纹细如毫发、线条自然流

畅、图案生动活泼。究竟是用什

么样的方法能刻出如此精美的

纹路？这个问题令当今世人始

终无法理解。然而，最令人惊奇

的是刻在铜器上的图案内容，除

了常见的几何纹、宴饮图、动植

物纹，还摹写了神话传说中的神

人怪兽，这些图案可在《山海经》

中找到对应的记述。其中，一处

刻纹为狐状怪兽，其尾分为九

枝，被认为是刻画《山海经》中的

九尾狐；一处刻纹为一鱼身、人

面、腋下有翼的怪物，被认为是

《山海经》中的陵鱼；一处刻纹为

两手平伸、执两龙首虎身、背生

鬣的怪兽，被认为是《山海经》中

的穷奇……

现代学者认为，《山海经》是

古代巫师口耳相传，到战国及秦

汉时代由文人整理而成的古

籍。高庄战国墓出土、反映《山

海经》内容的铜器刻纹，其时代

和《山海经》成书时代大致相当，

两者相互可以印证，不仅反映了

战国时期淮安高度发达的青铜

铸造、刻纹技术，也记录着先民

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隐于青铜刻纹中的“山海绘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