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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1 月 16 日，省体育局
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训
练馆比平日热闹了许多。
原来，省射击队与正在这
里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国家
射击队进行模拟比赛，省
射击队队员张杰还拿到了
男子 10 米气手枪比赛的
第二名。

1 月 12 日至 20 日，包
括世锦赛冠军蒲琪峰、世
界军运会冠军姚兆楠、奥
运会季军李越宏等在内的
国家射击队部分队员以及
教练员共 34 人转场至省
射击射箭中心进行训练考
核，项目包括日常训练、模
拟比赛和万米跑测试等，
旨在为东京奥运会正式参
赛队伍选拔打好基础。

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
心党总支书记蔡亚林说，
中心在 2019 年基本完成
整体升级改造，从场馆建
设到食宿改善再到环境美
化，基本具备了承接国家
级赛事的硬件条件。如
今，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
心设有50米靶场、10米靶
场、25 米靶场，可承办 50
米步枪三姿、50 米手枪慢
射、10 米气手枪、10 米气
步枪、25 米速射、运动手
枪等射击项目的训练和比
赛。三个靶场均装有电子靶、大显示屏、靶位监
控等先进设备。

本次国家射击队训练考核为省射击队提供
了难得的学习机会，省射击队运动员、教练员将
全程观摩学习国家队训练考核。为做好此次国
家射击队训练考核保障工作，射击射箭中心成立
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保障工作清单。前期与
国家射击队多次沟通，将所需食品送往省体育
局、国家专门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严防兴奋剂“入
口”。此外，射击射箭中心还邀请3名国际级裁
判参与执裁，完全采用奥运会赛制，协调周边单
位田径场地组织万米考核，并选派省射击队重点
运动员配合模拟比赛，确保考核顺利进行。

据悉，此次训练考核参训人员是国家队各
项目班教练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的。其中，入选
东京奥运会初步队伍的我省手枪射击名将庞
伟、赵须仍在北京训练。1月18日至1月19日，
国家射击队步枪班将在省射击射箭中心进行模
拟比赛，我省射击名将杨皓然参加男子10米气
步枪和男子50米三姿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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攫珍厚土赓续燕赵文脉
——盘点2019年我省考古领域新成果

阳原泥河湾盆地历经数代考古发
掘，有何新进展？正定开元寺南遗址是
否寻觅到魂牵梦萦的“子城”？冬奥会脚
步越来越近，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有哪
些新进展？雄安新区考古有序推进，南
阳遗址上的城垣，是否就是燕国曾经的
都城“易”？白洋淀之畔，威名赫赫的燕
云十六州之一，为何城址几经兴废……

2019年，燕赵大地上考古成果璀
璨夺目。日前，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原省文物研究所）主办的2019考古业
务汇报会上，来自省内外的16支考古
队带来我省最新考古成果，接受来自全
国110余位专家学者的检阅。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寻踪人类故乡

发现“河北第一城”

泥河湾，东方人类的故乡。基于得天独厚
的地缘环境，以此为中心，河北旧石器考古研
究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多年来，多支考古队伍
持续奋战，只为寻踪人类故乡的非凡历程。

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
研究馆员周振宇，在泥河湾盆地西白马营遗
址发现了几处古人类生活面，有两处明显用
火遗迹，大型砾石砍砸器更是在泥河湾盆地
首次发现。“这为探寻该区域距今 5万年至 2
万年人类生存模式及适应性行为提供了丰
富资料。”周振宇说。

然而，河北更需在新石器考古领域发
力。就地域而言，坝上地区是历史上农耕民
族与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区，也是草原丝绸之
路的必经之地，但以往该地区新石器考古工
作较少，学术空白区较多。两年前，省文物
局原副局长、河北省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
程首席科学家谢飞曾语重心长地说：“河北
新石器考古得跟上。”

言犹在耳，我省新石器考古便取得重大
突破：在冀西北坝上地区，考古人有幸与尚义
四台、康保兴隆、崇礼邓槽沟梁等史前遗存不
期而遇，史前文明火种在此升起袅袅炊烟。其
中，康保兴隆遗址为研究中国北方旧石器向
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农业起源及其环境变化
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四台遗址发现房址4
座，有一座房址发现较多石磨盘和石磨棒以
及磨制石铲等农业加工和生产工具，说明在
7500年前后该地区农业就已具有一定的发展
水平。

“这些新石器文化遗存，改变了以往人
们对长城以北地区早、中期新石器时代考古
学文化内涵的认识。”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
长张文瑞着重指出，崇礼邓槽沟梁遗址文化
面貌丰富，其龙山时期夯土台基及城址为河
北省首次发现，堪称“河北第一城”，意义重
大，其性质应是区域性的中心聚落，为研究
长城沿线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结构及发展
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

“2019年，河北新石器考古推动了新、旧
石器考古学文化过渡研究，希望今后坝上地
区涌现更多新石器考古成果，为进一步揭示

古人类的活动和演变提供更多实物资料。”
汇报会上，谢飞等国内权威专家期许多多。

寻根千秋文脉

雄安考古拉开城市考古大幕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考古
工作，一直牵动人心。

雄安新区设立两年多来，为了切实做好
新区文物保护工作，河北雄安新区联合考古
队经过周密部署，分工协作，进行了一系列
考古勘察和发掘，成果丰硕。记者了解到，
两年多来联合考古队充分运用数字化信息
采集技术，实现新区全覆盖，为进一步完善
河北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编年和时空框架提

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为延续新区历史文
脉、服务新区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南阳遗址，继2018年考古
发现东西向分布战国时期夯

土城垣后，本年度考古队以
该城垣为线索，进一步追

寻战国时期城址分布范
围、平面格局和文化内
涵。“目前，已廓清南
阳遗址城址的边界
形态，基本确定南阳
遗址主体文化遗存
应是东周时期燕文
化，对南阳遗址的现
存范围及成因、遗址

整体布局和城址历时
性变化有了新认识。”

南阳遗址考古项目负责
人张晓峥说，所发现的战国

中晚期城址西北折角，结合
2017 年遗址发现西汉时期“易

市”陶文陶片，为探索东周时期燕国
城邑“易”实现重大突破，对研究先秦时

期白洋淀地区城市化进程及燕文化的形成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白洋淀附近的鄚州城再度闯入世人视
野。作为燕云十六州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何岁利带领考古队，
对鄚州城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初步厘
清了该遗址的性质与年代，目前已基本完成
鄚州城址文献史料编年工作，推测该城址可

能为五代、北宋时期的鄚州城遗址以及金、
元时期莫（鄚）亭县城址。“这一发现填补了
燕云十六州各州历史和考古的缺憾，推进了
白洋淀区域生态环境演变、人与自然互动关
系研究等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魏坚在
点评中说。

无文化传承，无雄安未来。
“作为一项艰巨、浩大而系统的考古工

程，2019 年雄安新区各项考古工作科学有
序。南阳战国、汉代城址，东小里—白龙汉代
墓群，鄚州城遗址等发现发掘，拉开了雄安新
区城市考古恢弘大幕，雄安千年历史文脉变
得更加丰满充盈。”专家们如此高度赞誉。

打捞文明碎片

让古城址鲜活起来

行唐故郡带人们走入早期中山的故乡；
蔚县三关村辽代墓地，是目前燕云十六州
地区首次发现；历时 4 年多，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终于完成始自上世纪的邢窑发掘整理
工作……过去的一年，河北考古全面开花。
尤其是各地持续多年的大小古城址考古成
就突出。

“皇家底蕴，为冬奥会添了大彩”——作
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张家口赛
区冬奥村及冰雪小镇建设项目重要组成部
分的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又称太子城
遗址），在2019年初先后荣获“2018年中国考
古六大新发现”“2018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这两项中国考古界大奖。近日又出土
铜坐龙一件、带有“修内司”款的器物一件，
都进一步佐证了太子城的皇家行宫属性。

“揭开子城一角，见证了古城变迁”——
正定开元寺南遗址考古已持续 5 年，在领队
陈伟的主持下，2019年新发现遗迹106处，出
土可复原器物 1700 余件。他们还利用正定
城区内管线改造的时机对晚唐五代城墙进
行追踪勘探及清理，终于勾勒出众多学者翘
首期盼的子城轮廓，确认了晚唐五代时期子
城的存在。

去年以来，通过多学科、多部门的有效
参与，河北古城址考古取得持续突破。专家
认为，接下来的考古中对此类遗址的保护和
展示需慎之又慎，希望让文物活在当下，为
人们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正定开
元寺南遗址
考古出土器
物——白釉
瓷枕。

通讯员
陈 伟摄

2019年，正定开元寺南遗址考古
出土器物——三彩孩儿枕。

通讯员 陈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