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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凤来）“加
油！加油！”一声哨响过后，选
手们快速摆臂、用力蹬滑，像
离 弦 的 箭 一 样 飞 驰 ，“ 嗒 ！
嗒 ！ 嗒 ！”冰 刀 与 冰 面 发 出
剧烈撞击声，飞溅起无数冰
屑⋯⋯日前，5000 余人参加的
衡水市首届冰雪运动会引燃
冬季里的一把火，冰壶、轮滑、
冰上 4×100 米接力、冰上拔河
等竞赛精彩纷呈。

尽管场内气温很低，但运
动员和观众的热情十分高涨，
场上不时迸发出欢呼声和喝
彩声。“我学习轮滑 2 年多，现
在已经能够参加各项比赛了，
能 参 加 运 动 会 我 感 到 很 高
兴。”衡水市新苑小学二年级
学生乔梁铄说。

在体验中享受冰雪运动
的乐趣，衡水市紧紧抓住青少
年这一群体，通过“小手拉大
手”等活动，推动冰雪运动的
推广普及，组织开展学生冰雪
知识竞赛、“迎冬奥”学生艺术
作品评选、“冰雪进校园”、冰
雪运动主题课程进校园等一
系列活动，严格按要求开设冰
雪运动课程，加强冰雪运动技
能常识、冬奥会知识、观赛礼仪

等常规性教育。许多学生带着
父母和身边的人一起出动，一
起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

11 月初以来，该市各种形
式的冰雪运动会让学生和家
长过足了瘾。冰上拔河、滑冰
接力⋯⋯既保证了竞技性和
趣味性，又融入了全员参与
性，深受广大师生的喜爱。

冰上运动在衡水市尚属
新生事物，过去一到冬季，室
外 各 种 健 身 活 动 便 少 了 许
多。衡水市体育局竞技体育
科科长李朝忠说，为尽快补上
这个短板，该市创建冬季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坚持高标
准规划，加快冰雪场馆和体育
设施建设步伐。桃城区正在
建设的两所仿真滑冰馆将于
年底完工并投入使用，2020 年
计划再建一座室内公共滑冰
馆。滨湖新区重金打造的乐
盛零度真冰场，是衡水首家真
冰滑冰场，集冰球、花样、速滑
培训于一体，冰面面积 800 平
方米，场馆功能包括冰上娱
乐、冰球培训等，致力于打造
区域一流场馆、一流教练、一
流服务，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
教学体验。

□记者 田 恬 实习生 王红霞

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位于正定
古城内开元寺现址的南侧，围绕开元寺
分为东、西两部分，总面积约 1 万平方
米。日前，该项目 2019 年度考古发掘
工作验收工作完成，来自省文物局等单
位的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考察并给予
肯定。该项目自 2015 年启动以来，发
掘面积超过 3000 平方米，共发现遗迹
240 余处，出土文物 6700 余件，可谓成
果喜人。透过这些考古成果，古城正定
的真容和居民生活原貌在公众眼前越
来越清晰起来。

6700余件文物

见证古城正定昔日辉煌

正定，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素
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称，相比隆兴寺
的盛名，可能人们对于开元寺并不是那
么熟悉，但它却是正定境内建寺年代最
早的一座古老寺庙。

开元寺位于正定常胜街西侧，据历
史文献记载，始建于东魏兴和二年（540
年）原名净观寺，隋开皇十年（591 年）改
名解慧寺，唐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奉
诏改为开元寺。开元寺现仅存须弥塔、
钟楼等遗址。

“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发掘至今
已连续进行了五个年头，随着发掘的不
断深入，已经由开始时的抢救性考古发
掘转为主动性考古发掘。”省文研所研
究员、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领队
陈伟介绍说。

在考古现场，笔者看到刚发掘出的
还 没 来 得 及 归 类 整 理 的 各 类 文 物 碎
片。“在这里，你永远不知道一手铲下
去，铲出来的会是哪个时期的哪类文
物。”陈伟笑着向笔者说道。

陈伟这句话在考古队的陈列室里
得到了印证：唐代席纹执壶、五代花式
口瓷盘、宋代天威军官瓶、宋金时期钱
币、金代红陶庙宇塑像、金代陶质带铭
壁挂灯、金元时期象棋和骰子⋯⋯年代

从北朝一直到明清，琳琅满目，类型多
种多样，跨越千年时光，扑面而来，让人
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一目千年，古
城 正 定 的 影 子 开 始 在 我 们 眼 前 幻 化
而出。

240多处城市遗迹

揭秘古城格局与居民生活原貌

除了发掘出的遗迹和文物外，五
年的发掘也让陈伟等考古工作者，对
开元寺南广场遗址的遗存布局及演变
过程有了深入的了解，而且对正定古
城唐五代以来的城市布局、功能变化
以 及 居 民 的 日 常 生 活 都 有 了 全 新 的
认识。

尤其是唐代开元寺遗存和晚唐五
代时期的正定古城子城城墙，对研究

“河朔三镇”的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
资料，使人们得以更清晰地认识这一时
期正定古城的历史风貌。

这些新发现和新认识不仅丰富了
正定古城的文化内涵，也为华北地区
中古以来的城市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
料。“在前期的考古勘察工作中已经
明确了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存在晚唐五
代 时 期 城 墙 防 御 系 统 、唐 五 代 宋 金
至 明清时期民居街巷系统、历代开元
寺建筑系统三个遗存系统，发现了唐、
五代、北宋、金、元、明、清等七个历史
时期的文化层叠压。2016 年以来，主
要 围 绕 以 上 三 个 遗 存 系 统 有 重 点 地
展开发掘工作，细化了对开元寺南广
场遗址布局演变的认识。”陈伟认为，
随着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工作的继
续推进，将会向社会展现更多关于这
座 有 着 近 1500 年 历 史 古 城 的 历 史
信息。

开元寺遗址考古发掘

城市考古的一个典型案例

“从城市考古的视角着眼，以开元
寺南广场遗址为切入点，探讨正定古城
的布局和功能演变，试图构建一个城市

考古的新模式。”陈伟说，今年 7 月至 12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他们对遗址进
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 500 平方
米，共发现遗迹 44 处，出土可复原器物
800 余件；基本还原了开元寺南广场遗
址自唐代以来街巷和民居布局的变化
情况，明确了宋金元时期开元寺南广场
遗 址 应 属 于 城 内 重 要 的 商 业 区 和 居
民区。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原所长、研
究员乔登云对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
发掘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该遗
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可以说是城市考古
的一个典型案例。从最初其实只是想
确定开元寺的范围，到目前已经完全超
出预估，而且成果显著。”

省文物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
任、研究员张春长对此表示认同，“从
当 时 发 掘 出 的 一 些 跟 民 居 有 关 的 东
西，到现在扩展到对这个城市的布局
探讨以及对正定历史的研究，视野在
不断扩大，研究内容也在不断深入。
希望明年再规划好发掘的地点，争取
在有限的发掘面积内，能解决更多学

术问题。”
考古项目验收的当天上午，刚下

过一场小雪，虽已是隆冬时节，但是发
掘区依然一片忙碌，几位考古人员在
西侧一处探方内进行着发掘。东侧一
个矗立的电子显示屏，向来参观的人
们介绍着考古的相关知识。据陈伟对
笔者介绍，在今年的发掘过程中，北京
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沧州
师范学院等学校的师生和许多日本学
者、博物馆联合参观团等人员，先后来
考 古 工 地 进 行 参 观 和 交 流 。 他 介 绍
说，他们还与北京青年报合作开展了
公众考古活动；实施考古遗址亮化工
程，这些活动吸引了不少正定民众和
外地游客前来参观，也引起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让考古离公众越来越近，走
进百姓生活。

“2020 年考古发掘规划我们已经
上报，未来打算在遗址上建立一座遗
址博物馆，为正定古城留住文化根脉，
也让更多的公众参与进来，从而亲近
考 古 ，亲 近 古 城 的 历 史 文 脉 。”陈 伟
表示。

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5年来发现遗迹240余处、出土文物6700余件——

揭开正定古城神秘面纱

在体验中享受冰雪运动乐趣

衡水“冰雪进校园”
燃起全民健身热

12月 8日，以“韵动皮都，欢乐冰雪”为主题的辛集市首届冰
雪运动会在辛集国际皮革城举办，400 多名运动员参加了轮滑
和陆地冰壶项目的比赛。图为少年组轮滑运动员在轮滑比赛中。

记者 耿 辉摄

廊坊：奋力当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排头兵

直面难点堵点直面难点堵点，，廊坊市落实廊坊市落实““减证便民减证便民””事项事项，，推进推进““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改革改革，，为办事群众和企业提供便捷高效服务为办事群众和企业提供便捷高效服务。。

倾听群众呼声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回应百姓关切，，廊坊大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廊坊大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高人提高人
民群众获得感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幸福感。。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
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廊坊市委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在为民服务
解难题中践行初心使命。聚焦解决群
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他
们紧盯民生查问题、落实整改见真
章，解决了一大批民生难题，办成了
一大批民生实事，让群众切身体会到
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收获了满满的
幸福感。

通过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廊坊市
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
和感悟，把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化为强大精神
动力，攻坚克难破解发展瓶颈，举全
市之力做好“三篇大文章”，在服从服
务大局中推动廊坊创新发展、绿色发
展、高质量发展，奋力当好京津冀协
同发展排头兵。

树牢人民立场，坚持执政为
民，在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开展主题教育的成效如何，必须
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有没有获得感
来检验。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廊坊市
各级各单位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
广泛倾听群众呼声，群众盼什么，就
着力解决什么，一件事情一件事情
办，推动“问题清单”变成“服务清
单”，努力用党员干部的辛勤指数提
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问题反映没几天就解决了，砖
路改成水泥路，比以前平坦多了”“政
府真是给我们办了件大好事”⋯⋯在
霸州市煎茶铺镇中煎街村，镇村干部
为村街修路的事让百姓竖起了大拇
指。自 9 月中旬开始，霸州市组织 900

余名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广泛开
展大走访大调研活动，倾听百姓心
声，回应百姓诉求，解决了一批群众
所急所盼的民生难题。

这是廊坊市树牢人民立场，坚持
执政为民，为民解难题、办实事的一
个缩影。在主题教育中，廊坊市委、市
政府把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 11 件实
事作为重中之重，挂图作战、强力攻
坚，群众拍手称赞。

廊坊城区机动车保有量已接近
50 万辆，停车设施供不应求。廊坊市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把办公桌

“搬”到马路上，深入走访征求群众意
见建议，深挖“病根”精准开方。今年
以来，他们累计施划机动车停车位
3.09 万个、非机动车停车线 8 万余延
长米，拓展停车场地 17 处，“停车难”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以前，办理公积金业务曾是不少
市民的“头疼事”：一趟办不完，排队
更是家常便饭。廊坊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
务，将业务搬到“网上办”，争取让群
众“一趟不用跑”。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百姓办事越来越便利。

部分小区年代久远，基础配套落
后，设施老化失修，群众生活不便。开
展主题教育以来，廊坊市老旧小区改
造按下了“快进键”。今年全市启动实
施 72 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截至目
前已完成 47 个，其中主城区 34 个小
区已全部改造完成。旧小区焕发出新

容颜，越来越多的市民感受到“幸福
来敲门”的喜悦。

真刀真枪抓整改，全心全意解民
忧。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双
违”拆除、老旧小区改造、“断头路”打
通、交通秩序治理、平安建设“五大智
慧工程”等专项行动，廊坊市用实实在
在的举措，在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上下功夫，一批“老大难”问
题彻底解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普遍提升。

直面难点堵点，敢于动真碰
硬，用心用力用情办好 23 项民
生实事，用党员干部的辛勤指数
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11 月 24 日，全国医保电子凭证
首发仪式举行，廊坊成为全国 7 个试
点省份的试点城市。许多市民开始使
用电子凭证挂号，廊坊正式进入就医
支付报销无卡时代。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廊坊市扎扎实实推动住房、教
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与百
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实事，用心用
力用情办好 23 项民生工程，交出了
一份温暖民心的民生答卷。

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廊坊
市还着力提升基层卫生医疗机构能
力，千方百计满足百姓就医需求。目
前 15 家机构与牵头医院建立了医联
体，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一体化管
理试点已完成 50 家；市本级财政投
入 500 万元、各县（市、区）累计投资
5.4 亿多元，对 62 所基层卫生机构进
行新改扩建。

加大教育设施投入力度，着力破
解“大班额、入学难”。今年以来，廊坊
市大力新建、改扩建乡村小规模学校
和乡镇寄宿制学校，新建、改扩建幼
儿园 9 所，目前 4 所已建设完成，4 所
主体完工，1所正在加紧施工。

就业是民生之本。廊坊市精准施
策、多措并举，全市新增城镇就业
63905 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6261
人，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再就业
2554 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11.5%、104.4%、120.5%，城镇登记失
业率低于 2.5%，保持全省最低。

从 12 月 2 日开始，廊坊市行政审

批局全面启动综合勘验，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又迈出坚实一步。着眼提升审
批效能，廊坊市行政审批局创新思路，
改革创新勘验流程，将审批流程中耗
时最长、技术最为复杂的关键环节“现
场勘验”从审批流程中“切割”出来，筹
备组建综合勘验科，从而实现审批与
勘验的相对分离。

直面难点堵点，敢于动真碰硬。
针对群众和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痛
点难点问题，廊坊市持续加大审批制
度改革力度，通过优化窗口设置，大
力推广当日办结、即时办理等改革创
新举措，企业开办时间由 20 个工作
日压减到 2.5 个工作日，工程建设项
目全流程审批时间由 220 个工作日
压减至 58 个工作日以内，全市营商
环境进一步优化。

服从服务大局，强化责任担
当，举全市之力做好“三篇大文
章”，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书写
高质量发展的“廊坊答卷”

11 月 17 日至 11 月 26 日，廊坊临
空经济区·自贸试验片区招商代表团
先后赴阿联酋、法国和德国，全方位
推介廊坊临空经济区、自贸试验片
区，并邀请客商参加 2020 年中国（廊
坊）国际经贸洽谈会，取得了丰硕成
果。

在主题教育中，廊坊市全面提高

政治站位，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举全
市之力做好北三县与通州区协同发
展、临空经济区规划建设、服务支持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三篇大文章”，在
服从服务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中，
坚决当好河北首都政治“护城河”排
头兵，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

“廊坊答卷”。
坚决当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排头

兵，廊坊市将支持保障大兴国际机场
通航、加快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规划
建设列为全市“一号工程”、头等大
事，高质量完成了大兴国际机场建设
涉及廊坊的项目前期、征地拆迁、河
流改移、管道迁建等各项机场通航运
营保障任务。9 月 25 日，大兴国际机
场正式投运通航，“凤凰”振翅高飞，
世界为之瞩目。

高质量高效率推进临空经济区
规划建设，廊坊市迅速成立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领导
小组，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
自挂帅，从全市范围内选派 20 名处
级、80名科级优秀干部组成推进办公
室，夜以继日、分秒必争，全力加快规
划编制、征地拆迁、项目招商等各项
重点工作，临空经济区各项工作强势
开局。

9 月 28 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廊坊临空经济区全球招商发布会在
深圳市举行；此后，石家庄、上海、重

庆，以及德国科隆等地临空经济区
全球招商发布会相继举行；10 月 26
日，廊坊临空经济区首批 6 个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一系列紧锣密鼓
的精准招商和高端高新项目集中开
工，彰显了廊坊市委高质量高效率
推进临空经济区规划建设，坚决当
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排头兵的决心和
信心。

推进交通一体化，廊坊实现了
与京津半小时通勤，与京津全方位
对接的立体综合交通网加快形成；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500
多个合作项目相继落户廊坊，与京
津 公 共 服 务 一 体 化 的 步 伐 悄 然 提
速；强力推进钢铁去产能，廊坊最后
一家钢铁企业正式停产，转型升级
的新动能迅速壮大；打赢蓝天保卫
战，廊坊打出治企、抑尘、清煤、控
车、禁燃等一套组合拳，与京津联防
联控成效凸显⋯⋯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征尘未洗，
只争朝夕。主题教育如同前进征途中
的一次大集结大整装，振奋了精神，
激发了动力，鼓足了干劲。主题教育
的扎实成效，正转化为廊坊市广大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为民服务，当好京
津冀协同发展排头兵的持久干劲，奋
力开创出新时代加快建设经济强市、
美丽廊坊崭新局面。

（文/图：刘飞、吴源生、屈卫芳）

▶出土的天威军官瓶（宋代）。
图片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提供

▲出土的白釉刻划花镂孔盖三螭足
熏炉（金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