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楚秀

园了解到，该园最新开放一处

共享绿地，进一步提升多元服

务功能，满足市民亲近自然、休

闲游憩、运动健身的新需求、新

期待。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楚秀

园游客服务中心附近看到，广

阔的草坪上，4顶巨大的乳白

色帐篷格外醒目，帐篷中间设

置有木质地台，吸引不少游客

闲坐休憩。“草坪绿油油的，孩

子在上面跑得开心极了，大人

还能坐在帐篷里纳凉，真的很

不错！”市民张女士说。

楚秀园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这处共享绿地位于楚秀园

东南侧，面积约为 2800 平方

米，周边设有卫生间2个、垃圾

桶12个、售货亭1个、监控设

备3个。草坪开放时间为3月

—7月，开放时间段为每日7点

—19点，休养期为8月至次年

2月底。开放时间段内，市民

游客可在草坪区域内搭建小型

帐篷，开展踏青、运动健身、休

闲游憩等常见户外活动，“如果

有大型的团建、亲子活动，可提

前预约。”工作人员同时提醒，

市民需爱护公共设施、树木、植

被等，共同营造良好的游园环

境。 ■通讯员 张叶红
融媒体记者 王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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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一段历史，一件文

物，承载几千年沧桑文化。博物

馆旅游“出圈”，让文物背后的故

事走向大众，让文化遗产知识“飞

入寻常百姓家”。日前，记者带你

探寻淮安文物背后的考古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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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

市政部门了解到，清隆桥及天

津路接线工程顺利通过第一阶

段初步验收，比原计划工期提

前一个多月。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清隆

桥看到，桥梁扩宽部分已经开

放通车，老桥则被围挡围起，进

行封闭施工。在护栏分隔和标

牌指引下，车辆通行有序。施

工负责人介绍，桥梁扩宽部分

原本计划今年6月底通车，但

通过细化工作方案，抢抓有利

施工时机，工期比预想大幅提

前。“接下来，我们还将抓紧施

工，力争早日实现全面通车。”

据介绍，清隆桥改造及天

津路接线工程全长约840米，

工程主体分二期完成，一期先

完成边幅（左、右幅）桥梁及其

接线道路拓宽部分施工，通过

验收交付使用后，将老桥及其

接线道路承担的交通功能，分

别转换至新建的两侧边幅车道

上，再对老桥及其接线段进行

封闭，进入二期施工阶段，即老

桥板梁及盖梁拆除、中幅新建

桥梁及道路接线施工。改造

后，桥面将从20米拓宽至46

米，机动车道将增至双向8车

道。 ■通讯员 季煜 陈志祥
融媒体记者 王舒

通过第一阶段初步验收

清隆桥改造开启“下半场”

本报讯 日前，根据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行业党委评选，

江苏省“红色物业惠万家”党建

引领物业管理服务示范点优秀

案例公布，我市 10个案例入

选，数量在设区市中居首位。

据悉，我市此次入选的案

例包括：淮安区皇冠国际小区、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红豆国际

城、洪泽区新世纪·润园小区、

清江浦区一号生活大院、生态

文旅区九华学府小区、淮阴区

东昇花园小区、淮安经济技术

开发区中移在线淮安数字服务

园区、涟水县龙源国际南区小

区、淮阴区五洲龙湾小区、清江

浦区新新家园小区。

近年来，我市着力构建党

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

物业企业等多方联动的“党

建+物业”体系，通过打造志愿

者服务站、小区纠纷调解室、党

员活动室等特色党群活动载

体，动员广大党员积极参与小

区治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增

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通讯员 刘江海
融媒体记者 王舒

入选数量居全省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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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物业惠万家”示范点优秀案例

淮安有着 7000 多年文明史、

2200年城市发展史。历史文化的悠

久与积淀，在淮安境内留下了丰富的

文化遗产和地下遗存。走进坐落在

淮安区老西门大街西头的庆成门遗

址，古老的城墙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

老人，在千年的时光中诉说着这里的

变化。记者了解到，在江苏省考古学

会2022年年会上，淮安区庆成门遗

址最新发现被定性为“重大突破”。

项目现场，考古队队员们有的左右开

弓、一板一眼地在拉基准线，有的正

拿着手铲一层层地刮着壁面，有的伏

案在小桌板上认真绘图，一派忙碌景

象。“这段城墙最早可能是隋唐时期

的，因该片区域未进行过大规模开

发，风貌尚存，地下文物得到了妥善

保护。目前已出土遗物80余件，有

陶瓷器、铭文砖、礌石、抱鼓石、建筑

构件等。”淮安区庆成门遗址考古发

掘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赵李博介绍，所里一共有37

名职工，除了办公室后勤人员，其他

人员常年在野外，有发掘项目的就做

发掘，没有项目的就做勘探。一支考

古队伍由领队、专业技术人员、技工、

民工组成，一般在二三十人。领队是

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负责把控项目

进度、确定发掘面积及工地管理等；

专业技术人员是现场负责人，负责发

掘、测绘、拍照等；技工和民工负责具

体发掘工作。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

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

漫漫历史长河，积淀着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探寻历

史文化，从百年考古中聆听时代潮

音，激扬文化自信，汇聚强大动能。

水工文化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

内容。历数明清两朝，共有200多

位治河官员驻节淮安，其中陈瑄、潘

季驯、林则徐等中国历史治水名人

都在淮安留下了足迹。古今水利工

程的交相辉映，彰显了淮安独特的

水工文化。

板闸遗址位于翔宇大道、枚皋

路和里运河交汇的三角地带，2014

年至2015年，市博物馆对其进行抢

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约 5500 平方

米，发现了古道、水闸、堤坝、码头和

建筑基址等遗迹，对研究古代水利

交通、河道治理、漕粮运转等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在该遗址基础上规

划建设的板闸遗址公园（水工科技

馆一期），是里运河文化长廊项目的

重要节点空间。从曾经的水上枢纽

到如今的城市公园，从遗产遗址到

科技工程，“运河之都”城市名片美

誉度进一步提升。

在建的水工科技馆是全国首个

以“水工”为主题的科技文旅综合

体，备受关注。“水工科技馆项目是

从2021年开始发掘的，目前已经做

到第四区，正在发掘的生态文旅区

211-1号地块项目是水工科技馆四

区的遗址。板闸在清代时期经历过

一场洪水，2021年发现遗址后一直

在进行考古发掘，今年发掘的重点

是板闸遗址延伸至水工科技馆的一

块河道和堤坝。另外，今年在板闸

遗址的河道中发现两艘明代末期的

沉船，下一步，我们将对沉船进行保

护修复。”赵李博介绍。

除了考古发掘项目，市文物保

护和考古研究所正在进行的勘探项

目约20个，其中最大的是淮河入海

水道二期工程。据了解，该项目是

国家级工程，由市文物保护和考古

研究所配合南京博物院进行勘探，

淮安地区有十几个遗址坑，最早的

是新石器时期的遗址。

说起考古，最直接的贡献

就是增加馆藏文物，博物馆的

藏品大部分是靠考古发掘，还

有一部分靠征集。记者了解

到，201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位于盱眙县的大云山

西汉王陵出土了万余件珍贵文

物，政府投入超亿元建设大云

山汉王陵博物馆，总建筑面积

达1.2万平方米，通过“朝、国、

王、陵、城”展陈主线，多角度展

现大云山汉王陵遗址的考古发

掘研究成果。文物古迹类旅游

资源开发不仅能实现其本身文

化价值，还能实现社会价值和

经济价值。针对不同空间类型

的文物古迹旅游资源，文化和

旅游部提出博物馆模式、遗址

公园模式、主题公园模式等5

种保护性空间开发模式。以板

闸遗址公园为例，建设遗址公

园一方面有利于保护文物，另

一方面有利于文物保护单位发

挥多种功能、实现多种价值，将

文物保护单位建成遗址公园，

优化了环境、增强了对公众的

吸引力，在发挥教育功能、经济

功能的同时兼顾游憩功能，满

足群众不同需求，使保护与开

发得到深化。

“除了增加藏品和开发文

物古迹旅游资源，考古还可以

提供文创素材、人物形象等。

让出土的文物‘活’起来，让

‘活’起来的文物‘火’起来，需

要进一步加强公众考古传播，

增强公众考古认知，让大家深

入了解淮安地区的人文历史。”

赵李博告诉记者。

■融媒体记者 吴家婧
潘梦洁

探寻历史文化
聆听时代潮音

传承水工文化
讲好运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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