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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鲁威 通讯员 李斌） 4
月11日，由宁波市奉化经促会和奉化区民
政局主办的2021年度“爱潮甬动”捐资助
学仪式暨“爱凝奉城”奉化区困难儿童结对
助学活动在奉化区民政局举行。

20位奉化经促会爱心乡贤们，为30名
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送上了每人3000元的
助学金。据悉，这是宁波市奉化经济促进会
开展捐资助学活动的第8年。

活动现场，宁波市奉化经济促进会的爱
心人士了解了需要帮扶资助的家庭情况，并
与受助学生当场签订捐资助学协议，约定每
年捐助每人3000元，捐助期限2年，并当场
发放结对助学金。奉化区民政局领导向到
达活动现场的奉籍乡贤颁发结对捐赠证书。

本报讯（记者 房伟）昨天上午，市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六次主任会议听取
了《宁波市河道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实施情况的报告。《条例》自2019年实
施以来，已成为我市河道管理部门依法履
职的有效依据，推进河道管理工作取得积
极成效，我市时隔15年再获水利“大禹杯”
竞赛金杯奖。

近两年来，市、区两级人民政府及水
利、发改、资规、生态环境、住建、综合执法、
治水办等相关部门重点围绕理顺体制、完善
机制、加强空间管控、强化生态治理和推进
智慧化等方面，着力推动《条例》贯彻实施。

我市时隔15年再获省政府第二十二届
（2017-2019年）水利“大禹杯”竞赛金杯奖，
全市水利工作获得2020年度全省水利综合
绩效考评第一名。我市河湖水质正逐步改
善，2020年全市10个国考断面、19个省控断
面水质达标率均为100%，80个市控断面水
质达标率98.8%。三江核心片范围内的院士
公园河、鄞州公园河等20余条河道透明度提
高到80厘米以上，基本达到“清澈见底”。

《条例》实施以来虽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仍存在污水入河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
决、高标准防洪减灾工程体系尚未形成、河
道管护工作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其中污
水入河依然是河道治理首要症结，长久保持
良好河道水质和水环境的基础不稳固。

市人大常委会农业农村工委建议，对
照《条例》规定，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体
制机制，如根据《条例》第七、八条规定，尽
快制定完善相关河道专业规划、重要河道
水域名录等。此外，还要进一步推进水岸
共治，进一步增强基础保障，落实《条例》第
四条规定，切实保障河道管理所需经费。

4月 12日至 13
日，2020 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终
评会在北京举行。
20 个入围项目代
表、考古界专家学
者齐聚一堂，就入
围项目情况进行一
一的汇报和提问点
评。宁波余姚井头
山遗址考古领队孙
国平当天第二位上
台，精彩发言获得
了热烈的掌声。该
活动评选结果将于
4 月 13 日 11 时公
布。

终评会主持人
中国文物报社总编
辑李让表示，2021
年适逢中国考古学
诞生 100 周年，今
年的“十大”评选有
着特殊意义。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评
选自 1990 年开创
至今，业已成为国
内最具影响力的考
古类奖项评选，被
誉为“中国考古奥
斯卡”。

去年，2019 年
度的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终评会受疫
情影响，以网络会
议的形式举行，第
一 次 在 全 网 云 直
播，取得空前的传
播力。今年，终评
会延续了“云直播”
形式，线上线下同
步开展，经央视新
闻客户端等平台与
社会公众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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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条河道
已“清澈见底”
《宁波市河道管理条例》
实施两年显成效

奉化乡贤结对
30名困难家庭学生

总结意义时，孙国平表示：
“井头山遗址里面，可以看到浓厚
的海洋文化的属性，可以说这个
遗址是中国先民适应海洋、利用
海洋的最早例证，也是我们中国
海洋文化探源的重大发现；进一
步说，也是史前时代中国沿海文
化与内陆文化平行发展的最早的
科学案例。”

至于遗址后续考古和保护利
用工作，孙国平则透露：目前，宁
波与余姚两级政府已将井头山遗
址与河姆渡、田螺山、鲻山遗址一
起纳入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建设规划；也初步决定在宁波设立
一个中国东南沿海（宁波）史前文
化研究和科技保护中心，预估投资
1.1亿；相关部门也会把这些遗址
置于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海上丝
绸之路的发展战略当中，进一步做

综合性的工作，来发挥这些遗址
更大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意义。

演讲的最后，孙国平放上了
一张考古队大合影，专业中不乏
深情的演讲收获了现场热烈的掌
声。

20个入围项目的“答辩”持续
了整整一天，4月12日晚7时许
才全部完成。而2020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最终的评选结果
将于次日，即4月13日11时召开
新闻发布会时公布，同时举行颁
奖仪式。

截至目前，井头山遗址已经
入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公布的

“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国家
文物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史
前考古5项成果和年度浙江考古
十大重要发现。

记者 顾嘉懿

面对专家评审，孙国平的发
言同样精彩。有限的时长中，他
分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遗址发
现与考古发掘、地层堆积与遗迹
遗物、价值初判与后续工作四方
面进行了汇报——

“我们在浙江沿海从事新石
器时期考古工作中，经常在思考
三个层面的问题：1973年著名的
河姆渡遗址发现后，我们一直在
寻找它的来源；长三角沿海地区
为什么一直没有发现贝丘遗址；
中国海洋文化的起源，到底在何
时何地？——井头山遗址为我们
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材
料。”

“我要非常感恩地插上一句：
最早为井头山遗址提供线索的两
位放羊的老人，其中一位前几年
已经去世；另一位，很巧，今天平
生第一次到北京旅游。”翻到这一
页PPT，孙国平放上了这位普通
人的照片——王维尧。

“因为这个遗址保存情况非
常好，我们展开了全方位的多学
科研究……”参与井头山遗址研
究的机构已达到20家左右。

“宁波地区已发现的古遗址
表明，在我们宁波距今10000年
到5000年这段时间，存在一个古
宁波湾的地理单元，跟现在的杭
州湾比较相似。”

自4月12日上午起，20个入
围终评的项目负责人轮番上台，
每个项目限时20分钟，向评委会
介绍项目发掘情况与取得的意
义。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考古领
队孙国平于当天9点10分上台，
进行了23分钟的汇报。该环节

“计时员”兼主持、四川大学文科
讲习教授李水城风趣表示：“虽然
超时了3分钟，但是我实在不忍
打断他，请原谅。”

4月11日，孙国平在《光明日
报》发表长篇文章《8000年前的

海岸故乡——宁波井头山遗址发
现记》，引发广泛关注。该文有一
段精彩导语，孙国平用感性语言向
大众描述了这样一个史前聚落
——8000多年前，背靠林木苍翠、
野兽成群的四明山余脉，数十位先
民在井头山脚下建了一个小小的
村落。他们在湿润的晨雾中醒来，
沐浴着暖热的阳光，脚踩海水拍打
的湿地滩涂，面朝一片风平浪静、
鱼贝繁盛的古海湾，捕鱼狩猎，繁
衍生息，过着清苦却恬静的日子，
一直到海平面上升……

用感性语言描述史前聚落

感恩提供线索的放羊老人

井头山遗址意义非凡

专业而不乏深情
理性中不乏感性
2020“十大考古”终评会上
井头山遗址考古领队的演讲赢得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