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视点责编/楼世宇 叶飞 董富勇

审读/刘云祥 美编/周斌 照排/章译文 张婧

A03
2020年12月15日 星期二 专题

12月12日上午，来自中国科学
院、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
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水稻
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化遗
产管理研究院、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
物馆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观了施岙
遗址古稻田考古发掘现场和井头山
遗址，观摩了出土文物。下午，对余
姚施岙遗址古稻田考古发掘取得的
阶段性收获进行了论证。

与会专家充分肯定施岙遗址考
古发现的意义，对遗址下一步的工作
提出了宝贵建议。因为本次考古发
掘是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专家们希
望能尽可能地在发掘过程中多做研
究工作。建议进一步弄清河姆渡文
化早期、晚期稻田的结构和灌溉系统
的情况，加强多学科研究，进行系列
的碳14测年研究，进一步明确不同

稻田的年代和文化属性，进一步加强
稻作农耕模式的研究，寻找与施岙遗
址古稻田相匹配的聚落遗址，进行遗
址环境变迁的研究。

其中，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刘斌教授认为，近几年余姚地区的考
古工作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包括井
头山遗址、施岙遗址的发掘，姚江谷
地的拉网式调查也发现了很多新的
遗址点，“希望能进行大遗址规划，纳
入到国家大遗址保护名录中”。田螺
山、井头山、施岙遗址的距离非常近，
虽然年代上有差别，但是在地理上应
该存在关联。施岙遗址古稻田的范
围如此之大，又存在很多“标准化”，
那么相关的居住遗址在哪里？应该
从大遗址的角度来考虑，除了本身的
稻田研究之外，还应在附近区域进行
相关遗址的调查。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宋姝 王永磊

余姚发现世界最早古稻田
三七市镇施岙自然村，6000多年前的人在这里种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昨日发布消息，12月 12日，由省文物局指导，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化
遗产管理研究院、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余姚施岙遗址古稻田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召
开。专家认为，施岙遗址古稻田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古稻田，是史前考
古的重大发现。

发现90万平方米史前规整块状稻田

施岙古稻田遗址位于余姚市
三七市镇相岙村施岙自然村西侧
山谷中，东南距田螺山遗址约400
米。为配合遗址所在的相岙村地
块土地出让建设，2020年9月起，
在前期勘探基础上，经国家文物局
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余姚
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进行了考古
发掘。在古稻田分布区，发掘约
7000平方米。

此次发掘，发现了史前三个时
期的大面积规整块状稻田。第一
期稻田属于河姆渡文化早期（约公
元前 4300 年以前），发现了疑似田
埂的凸起。第二期稻田属于河姆
渡文化四期（相当于崧泽文化阶
段，公元前 3700 年-公元前 3300
年），发现了宽0.5米-1米的人工田
埂和自然原生土埂。第三期稻田
属于良渚文化时期（公元前 2900
年-公元前2500年），发现了纵横交
错的凸起田埂组成“井”字形结构，
明确的田埂（局部区域铺垫木头）
有22条；部分区域田埂不能相连，
为灌排水口；水稻田堆积中出土遗

物极少，仅出土极少量鱼鳍形鼎
足、泥质黑皮陶片等。

专家认为，施岙遗址古稻田是
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
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古稻田，是史
前考古的重大发现。初步钻探发
现，附近古稻田总面积约90万平
方米。

从目前发现来看，良渚文化时
期的稻田结构已基本清楚，宽大的
路网和灌溉系统组成“井”字形稻
田结构，展示了比较完善的稻田系
统。这种稻田，起源年代有可能早
至距今6000年以上，刷新了学术
界对史前时期水稻田发展的认识。

施岙遗址古稻田的发现表明，
稻作农业是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
文化社会发展的经济支撑，是养
活众多人口食物的主要增长点，
为全面深入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史
前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程提供
了极其重要的材料。古稻田堆积
与自然淤积层的间隔，证明距今
7000年以来这里发生了多次波动
较大的环境事件，为研究人地关
系提供了新材料。

专家建议纳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名录

施岙遗址施岙遗址60006000年前的年前的““井井””字形水稻田字形水稻田。。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河姆渡文化四期水稻田河姆渡文化四期水稻田。。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啊，洗手的水怎么竟然是热的，
谢谢保安师傅。”最近半个月，居民们
纷纷发出这样的赞叹。

给居民准备热水的保安师傅叫
项崇林，今年64岁，已在镇明小区工
作3年。项师傅说，之前他曾建议居
民用带提手的塑料袋盛放厨余垃圾，
便于投放的时候破袋处理，居民们听
了后很配合，这让他非常感动。现
在，项师傅提供热水这件事已经在小
区传开了，“居民投完垃圾，大多会来
洗一下。”项师傅笑着说。

对待工作，项师傅一直是个有心
人。据该社区党委副书记卢倩介绍，
8月24日，镇明小区开始实施“3+1”

攻坚行动，要求居民破袋投放厨余垃
圾。从那时起，小区物业就在垃圾投
放点位旁边放置了水桶，方便居民破
袋后清洗双手。11月份，天气转冷，
物业原本设置的洗手桶也破损了。
项师傅看在眼里，便思考如何为业主
提供更贴心的服务。11月中旬，项师
傅从家里拿出一个红色塑料桶替代
原来的洗手桶，从上周开始，项师傅
早早到岗烧好热水，让居民可以用热
水洗手。

“2个小时，3壶热水，水凉了就再
加。”据项师傅介绍，居民们把水从水
桶中倒出来洗手，这样不会污染桶里
原有的水，而且桶的旁边就有污水

井，因此不需担心污水问题。
除了保安工作，每周有两次，项

师傅会在晚上6到8点的垃圾投放时
段做桶边督导，然后在小区里进行动
态巡逻，捡起居民没按规定投放的垃
圾。

项师傅的暖心举动引起小区居
民的交口称赞。物业主任陈晓宝表
示，项师傅去年被评为物业优秀员
工，公司感谢有项师傅这样的员工。

据了解，项师傅老家在台州，到
宁波工作已有30年，曾多次参与无偿
献血。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刘佳宁 郑水萍 范奕齐

居民破袋投放垃圾 保安提供热水洗手
海曙镇明小区保安项崇林的小举动让居民有“大”感动

项师傅向洗手桶里兑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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