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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穿洞遗址新发现的晚期智人臼齿化石。（受访
单位供图）

贵州穿洞遗址考古有新发现

   近日，贵州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发布最新考古研究
结果，专家历时 2 年在
普定穿洞遗址早年发掘
的地层之下发现新的地
层，将普定地区古人类
活动史推至 5.5 万年以

前。
   记者从贵州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获悉，时隔 40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于 2022
年联合对普定穿洞遗址
进行第三次考古发掘。

江苏睢宁激活乡村旅游“一池春水” 开启
乡村振兴“无限春光”

　  中新网
　　作者 朱志庚 顾士
刚 宋迎舟
　　腊八将至，年味渐
浓。江苏省睢宁县古黄
河岸边的鲤鱼山庄挂满
了大红灯笼，道路两旁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年货，
游客络绎不绝。“我是
鲤鱼山庄的村民，现在
负责鲤鱼山庄的游客接
待工作，希望家乡越来
越受欢迎，游客越来越
多。”鲤鱼山庄工作人
员张艳娜说，鲤鱼山庄
不但白天美，夜里更美。
每当夜幕降临，街巷的
路灯、花灯都会点亮，
整个山庄流光溢彩。
   鲤鱼山庄是睢宁县王
集镇洪山村下辖的自然
村，临近古黄河西岸，
背靠鲤鱼山，由于地貌
形似一条跃水而出的鲤
鱼而得名。在洪山村，
还有一个与其齐名的自
然村风虎山庄，是徐州
市青少年红色基因教育
基地。近年来，王集镇
立足自然生态禀赋，在
生态美中点亮红色文脉，
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走出了一条“红绿”交
相辉映的特色发展之路。
　　鲤鱼山庄有山有水，
风景优美，但原来村庄
的产业发展单一，以自
给自足式的小麦、玉米
等种植为主，守着“绿
水青山”过着穷日子。
　　从 2018 年开始，鲤
鱼山庄启动特色田园乡
村建设，在对旧村进行
改造，提升原有住房条

考古人员在贵州穿洞遗址开展考古工作。（受访单
位供图）

文旅“卷疯”侧记：浙江龙泉乡贤回归为
山区旅游“上分”

　 中新网丽水 ( 邵燕飞 
周健 )
   青山环绕、民居古
朴……各地文旅“卷疯”
的当下，位于浙江丽水
龙泉的宝溪乡在龙泉市
委统战部的指导和推动
下，依托得天独厚的生
态优势，全力打造乡贤
回归特色“项目库”，
吸引了一批乡贤回归故
土，着手开发民宿、越野、
青瓷等业态，为山区文
旅发展强势“上分”。
　 “陌上归人”民宿老
板叶柏青是宝溪乡的乡
贤代表。外出打拼的他
曾经多次受龙泉市委统
战部、宝溪乡政府之约，
回乡参加联情联谊活动，
看到家乡越来越好，便
毅然回乡建民宿。
　 “我们先后投入 400
余万元，把家里老屋推
倒重建，取名‘陌上归
人’，也是对自己思乡
之情的呼应。”叶柏青
笑着说，一座归隐于山
林之间的民宿，能让远
道而来的客人在乡间田
野留下美好的乡愁记忆。
   据悉，该民宿相继投
入200余万元升级设备，
流转闲置农田打造农文
旅相结合的休闲观光农
场，创新推出共享稻田
和共享菜园，与周边农
户合作丰富“丽水山耕”
农特产品，带动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增收”，
目前营业额已达到 100
余万元。
　　“家门口的生态、
旅游、文化红利，加上

俯瞰美丽的鲤鱼山庄。(资料图 )顾士刚 摄

   历时两年，专家们发
掘面积 40 平方米，揭露
的地层厚度超过 6 米，
共出土石制品1万余件、

骨角制品 2500 余件、动
物骨骼 10 万余件。
   在光释光与碳 14 测
年的基础上，专家们初

步判断在距今 5.5 万年
以前，穿洞就有了最早
的人类活动，此后一直
延续到距今 8000 年。其
中，在距今 1.2 万年前
后，这里进入古人类活
动最频繁的时期。
   同时，专家在遗址第
11 层还发现了晚期智人
臼齿化石 1 颗，年代初
步推断为距今 5 万至 6
万年，填补了贵州地区
古人类研究在这一时间
段的空白。
   贵州穿洞遗址位于普
定县城西南约5公里处，
发现于 1978 年，在随后
的试发掘和考古发掘中
先后出土石器、骨器、
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 1
万多件，骨角器 1000 余
件，基本完整的人类头
盖骨 2 件。最新测年数

据显示，穿洞遗址年代
跨越旧石器时代中期末
段、晚期和新石器时代。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副所长、穿洞遗址考
古领队张兴龙介绍，此
次新发现不仅丰富了贵
州地区人类活动史，而
且对大家重新认识约5.5
万年前的“穿洞人”和
研究贵州旧石器时代中
晚期的文化面貌和格局，
探讨现代人起源、中国
西南地区早期人类适应
性策略的转变、史前文
化交流等学术问题具有
重要意义。
   此外，专家还在遗址
内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
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过
渡阶段的墓葬 3 座，经
初步鉴定，为距今 1 万
年左右的二次葬。遗址

内还出土未成年下颌 2
件和成年颅骨 1 件，随
葬骨器2件、骨鱼钩1件。
这些新发现为研究该地

区史前人类体质特征及
埋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资
料。
   （记者骆飞、解文韬）

贵州穿洞遗址新发现的骨鱼钩。（受访单位供图）

件的同时，按照“一山
一河一泉”打造新型农
村社区，增加了文化元
素，建设水冲公厕、休
闲广场、绿地游园，并
对山体进行了绿化改造，
先后荣获“国家森林乡
村”“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村”“江苏省乡村旅
游重点村”等荣誉称号。
   鲤鱼山庄还成立了江
苏鲤鱼山文化旅游有限
公司和鲤鱼山农业专业
合作社，通过开展乡村
旅游、网销等多种形式，
让村民吃上旅游饭，带
动村集体和村民共同致
富。当地很多农户都在
景区里寻得了一份收入
稳定的工作。
　　走进绿植围绕的小
院，田园气息扑面而来。

“与城市酒店不同，这
里的民宿是单体别墅，
拥有现代简约、田园、
中式等主题房型，可以
充分满足不同的群体需
求。”工作人员介绍。
   风虎山烈士陵园东枕
黄河故道，北依万亩果
园。2021 年 8 月以来，
风虎山庄以特色田园乡
村建设为契机，以赓续
红色血脉为精神引领，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带动村民共同参
与美丽宜居村庄的规划
建设，开展环境综合提
升，共同守护风虎山庄
的红色基地和绿水青山。
2023 年 7 月，风虎山庄
被命名为徐州市特色田
园乡村。
　　“用好红色资源，

讲好英烈故事，是致敬
英烈、传承英烈精神的
体现，也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王集镇党
委书记李慧介绍，红色
铸造了王集镇的文化底
气，绿色成就了王集镇
的生态底气。将“红色”
文化底蕴与“绿色”生
态资源融合发展将是王
集镇发展乡村旅游的一
大特色。

   鲤鱼山庄的变化只是
睢宁古黄河之畔的绚丽
一笔，还有双沟镇、姚
集镇、古邳镇、魏集镇
等更多的美丽乡村正在
嬗变。“红色文化”引
领“美丽乡村”叠加“美
丽经济”，为睢宁乡村
振兴注入了前所未有的
生机和活力。
    

统战部和宝溪乡政府的
搭台架桥，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返乡创业。”宝
溪乡干部季虹尘深有感
触，现在的宝溪文旅发
展之势正热，不仅有叠
翠的山林、清新的空气、
惊艳的美景，还有古朴
的老街以及辉煌灿烂的
红色文化、青瓷文化……
　　“宝溪有深厚的历
史底蕴和文化资源，对
我们来说充满发展的机
遇和空间。”谈及回乡
缘由，乡贤金朝军这样
说道。作为土生土长的

宝溪人，金朝军虽在外
创业多年，却依然深深
牵挂着家乡的发展，更
是对青瓷传统技艺有着
不可磨灭的传承之志。
   回到家乡之后，金朝
军投资 300 余万元，创
办了“古窑里”民宿。
该民宿以青瓷文化为主
题，设置客房、餐厅、
青瓷展厅和青瓷手作体
验区，并保留着一支重
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金品窑，是当地的龙窑
青瓷活体博物馆。
　　开业以来，民宿“热

气不减”，经常性开展“不
灭窑火——龙泉青瓷传
统龙窑烧制技艺”开窑
活动，为游客提供手工
制瓷、田园骑行、户外
KTV、篝火晚会等娱乐项
目，以丰富的文化植入
和活动设定让游客充分
感受到文化传承与休闲
养生的乐趣。
　　“民宿多了，客流
多了。我们充分结合宝
溪的山水资源，将原有

的山路修复，开发多条
山路越野路线，吸引着
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
前来游玩体验。”宝溪
乡相关负责人表示，乘
着乡贤回归的东风，宝
溪乡坚持系统思维、可
持续理念，深入实施要
素保障、亮化升级、庭
院美化等行动，拓展引
流路径，让山区的文旅
靓起来、暖起来、火起来。

“古窑里”民宿一景。龙泉市委统战部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