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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国际商城东侧项目地块位于淮安区，北

至翔宇大道，东至城西北路，南至镇海路。今年2月

13日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4月7日发掘结束，

累计清理发掘墓葬204座，出土器物180件。根据墓

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该批墓葬时代均为清代中

晚期。本次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淮安地区清代墓葬形

制、分期及当时的丧葬习俗、区域变迁等均有重要意

义。

被历史湮没的遗址
——盘点我市正在开展的考古发掘项目

本报讯“这些黄板是

用来装饰的吗？”近日，市民

张先生路过里运河沿岸时，

发现路边许多树上都挂上

了黄色的塑料板，很是好

奇。黄板究竟干啥用的

呢？昨日，记者就此询问了

市绿化技术指导站相关工

作人员。

“这些黄板是我们最近

安装的，总共1500块，主要

分布在古黄河风光带、里运

河沿线，目的是为了物理诱

杀蚜虫、叶蝉等植物害虫。”

工作人员介绍，害虫特别喜

欢黄色，这些黄板具有黏

性，且附着甜味，更容易吸

引害虫注意，害虫一旦黏到

黄板上，便无法脱离，直至

死亡。这种黄板具有双面

诱杀、无毒、抗日晒、耐雨水

冲刷的特点，可有效减少农

药使用次数，达到绿色无公

害的防治目的。

市绿化技术指导站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因地制

宜、科学推进园林病虫害统

防统治工作，强化园林有害

生物防治，保证园林景观植

物美观、安全。

■通讯员 徐海涛
融媒体记者 王舒

树上挂的“黄板”干啥用？

杀虫！

本报讯 杨柳絮飘飞

时，落在角落、树林、庭院等

地方，极易引发火灾。日

前，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支队

获悉，杨柳絮成为近期火灾

事故多发的“元凶”。

5月16日，市消防救

援支队接到报警称：河畔路

小马影城外环起火。消防

员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路边

小游园里冒出滚滚白烟。

经了解，起火原因为火星点

燃了地面上聚集的杨柳

絮，消防员立即出枪前往起

火处处置，将火扑灭后并将

起火处加以降温。

5月17日，古淮河生态

景区外环果林路旁树木堆

起火，情况紧急。现场浓烟

弥漫，消防员初步判断是烟

头火星点燃杨柳絮引起树

木堆失火。由于火势较大，

消防员出三支枪，分三路进

行火势扑灭。经过20分钟

左右的时间，大火基本被扑

灭。

淮安消防提醒，杨柳絮

落地后，要及时组织人员对

街道、小区内堆积的杨柳絮

进行清扫，以免留下火灾隐

患。在室外设置电动自行

车集中充电装置的场所，要

注意及时清理飞絮等可燃

物，消除隐患。对于附着在

易燃物上的杨柳絮，可采取

先用水泼、清扫掩埋的方式

进行及时清理。汽车车主

应加强车辆保养，防止飞絮

大量堆积在汽车发动机舱

内，引发火灾。学校和家长

要加强对儿童的教育，严禁

儿童玩火，更不能因为好

玩，点燃杨柳絮。

■融媒体记者 刘权
通讯员 沈忱

火星点燃杨柳絮引发火灾

警惕“白色火患”

本报讯 日前，“道德的

力量”——新时代江苏省道

德模范与身边好人事迹巡

演走进淮阴师范学院。巡

演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

办、省教育厅主办，以党的

十八大以来涌现的道德模

范、“中国好人”的事迹为素

材，创排了一批优秀文艺节

目，作为一堂特殊的思政课

走进大学校园。

巡演以戏曲联唱《榜样

的力量》开场，通过京剧、淮

剧、昆剧等形式，讴歌美德

风尚，致敬榜样力量。情景

讲述《点亮爱心》、音乐快板

《孝老爱亲一脉传》、故事讲

述《带着奶奶上大学》等节

目，致敬一个个闪亮的名字

——李爱云、周维忠、许鹏、

赵亚夫、邱海波……一个个

生动故事，激荡人心。

参与舞蹈演出《大湖鸿

雁》的淮师音乐学院学生高

家盛说：“用表演致敬模范，

让我倍感自豪。我将以模

范为榜样，传播真善美、传

递正能量。”

■融媒体记者 李蓉

道德的力量
新时代江苏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事迹

巡演走进淮安

重复但不枯燥，孤独却不无聊，一沙一土一世界。日前，记者跟随淮安考
古工作者探访我市正在发掘的考古项目，探寻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脉，领略这
场探索未知工程的神奇魅力。 ■融媒体记者 吴家婧 潘梦洁

昨日，市消防救援支
队在里运河畔开展水域
救援演练，演练涵盖翻船
自救、活饵救援、抛绳救
援、手抬泵、浮艇泵吸水、
绳索救援等课目，检验消
防员水域救援的快速反
应和救援水平，提升汛期
抗洪抢险救援应急处置
能力。

■融媒体记者 赵启瑞
通讯员 淮晓

2022年，淮安市文物保

护和考古研究所联合徐州博

物馆、淮安区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楚州博物馆开展考古发

掘，发现明清城门2座、城楼

台基1处、西城墙2段、瓮城1

座、道路10条、排水沟2条，

揭示了庆成门及瓮城的整体

格局和保存状况，实证瓮城为

方形。

在明代城门夯土基槽下，

发现宋代城门包砖墙和夯土

遗迹。解剖发现庆成门有唐

宋至六朝的地层堆积和建筑

遗迹。出土遗物80余件，有

陶瓷器、铭文砖、礌石、抱鼓

石、建筑构件等。历史上庆成

门（西门）是进出淮安城的咽

喉要道。

“此次发掘廓清了庆成门

的布局、结构和排水系统，展

现了宋代到明清淮安城门、城

墙的营造技术，见证了淮安城

‘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衰’的

发展演变，为后期的保护、展

示与利用提供了详细的考古

资料。”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

究所副研究馆员刘光亮说。

该地块位于生态文旅区

枚皋路和翔宇大道交汇处西

南侧，占地面积113020平方

米。为配合该地块建设，

2021年11月至2022年5月，

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

所对地块内发现遗址I至Ⅲ
区进行发掘，清理院落基址

43处、其他房址18座、道路

18条、沟3条、栈桥2座、墓葬

1座、古河道 1处，出土陶、

瓷、金属、玉石、琉璃、竹木、

骨蚌等各类器物 1965 件。

结合文献分析，该处遗址为

清代早中期板闸镇的部分区

域，清乾隆三十九年，黄河于

老坝口一带决堤，此处遭洪

水淹没而废弃。该项目获

2022年江苏考古十大优秀项

目。

“目前，正在对遗址Ⅳ区

进行发掘，清理出明代古河

道1条、堤坝1条，周边房址7

座、道路2条、灰坑35座，出

土遗物450余件。”市文物保

护和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李

博说。

为配合板闸遗址公园建设，今年4月至5月，淮

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对遗址古河道区域发现

的古沉船进行发掘，共清理沉船2艘，保存状况较差，

亟须进行保护和修复。根据周边遗存时代和河道内

出土遗物来看，古沉船时代应为明代晚期。结合沉

船内附着物来看，应系明代里运河岸边所停靠空船。

石塔湖周边A地块位于清江浦区漕运西路以

北，人民路以西，总面积59042平方米。为配合该地

块建设，2022年11月至2023年4月，淮安市文物保

护和考古研究所对地块内发现的遗址进行发掘，共

清理房址98处、道路6条、沟2条、灰坑16条、石工墙

1道，清理和采集陶、瓷、铜、石等各类器物609件。

遗址主体为明末至清晚期的街巷遗址，民国时称为

“河北大街”或“十里长街”。街巷构建于明代晚期里

运河大堤及其北侧石工墙之上。

淮安区庆成门遗址考古发掘

生态文旅区211-1号地块考古发掘

石塔湖周边A地块遗址考古发掘

国际商城东侧项目地块墓葬考古发掘

板闸遗址古沉船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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