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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蜀古道陕西段新发现
313处道路文物本体遗存
调查表明陕西是秦蜀古道线路的主省份

本报西安1月21日专电 （驻陕记者

韩宏） 记者近日从2016年度陕西考古新

发现公众报告会上获悉， 陕西文化遗产

研究专家历经五年多的艰苦调查， 迄今

已在中国古代大道———秦蜀古道陕西省

境内， 发现313处道路文物本体遗存，它
们主要由栈道、栈桥和碥道三部分构成，
还包括驿站、关隘、寨堡、城址、隧道等。

秦蜀古道是 中 国 古 代 的 国 家 级 大

道，穿越秦巴山地，是关中盆地通往四川

盆地的7条主道路组成的一系列道路的

统称。
在《从此出发———秦蜀古道调查》的

报告中，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员赵静说，调查表明，秦蜀古道是一

点多线的发射状路线，并非单一线路，它
是一组道路群，由7条道路组成。 道路网

全长约4000公里， 陕西境内全长3000多

公里，占到了道路总里程的大半部分。
她说， 陕西秦蜀古道的文物本体遗

产数量庞大。“这些文物全部是实地踏查

的成果，其特点是文物覆盖范围广，遗存

数量大，具备一定的文物规模，文物遗存

的保护环境真实， 可信地证明了秦蜀古

道不仅仅是存在于文献中和地图上的几

个线条， 证明了陕西是秦蜀古道线路的

主省份， 是中国秦蜀古道文物遗存的最

主要地区。 ”
据了解， 秦蜀古道在历史上先后被

称为“周道”“秦道”“蜀道”。 这条古代大

道，由7条主道路组成，包括由陕西关中

通往汉中的 “故道”“褒斜道”“傥骆道”

“子午道”4条道路，以及由汉中通往终点

站四川盆地的 “金牛道”“米仓道”“荔枝

道”3条道路， 它们或以途经水和山谷命

名，或依道路走向方位命名，或依据历史

故事命名。
赵静说：“秦蜀古道呈现出错综复杂

的道路交通体系。7条道路的任何一条道

的具体名称只代表秦蜀古道的某一线或

某一段， 并不能通贯从长安到成都的全

程。 ”调查发现，不同于其他古代陆路文

化线性路线的一个显著特点， 是栈道在

秦蜀古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秦蜀古道遗产集自然环境遗存、物

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内涵于一身， 是中

国最具独特性的山区道路遗产。 目前除

发现道路本体文物313处外，还有省级以

上文物保护单位400余处。此次调查成果

中的29处文物遗迹， 已被公布为陕西省

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 陕西省文物局上

月宣布， 将设立陕西蜀道文化遗产保护

机构，通过遗产保护、成果展示宣传蜀道

历史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19日， 为期三天的2016年度陕西考

古新发现公众报告会闭幕。 由陕西省文

物局、陕西省社科联主办，省考古学会、
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历史博物馆承办的

这届报告会上，重点介绍了9项重要考古

新发现。2016年，陕西省共实施考古项目

108项， 对47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
中包括龙岗寺旧石器和新石器遗址、石

峁遗址、周原遗址等11个大遗址项目，清
理各个时期古墓葬 844 座。

在社区道德讲堂，村民观看民间文艺团队表演。 新华社记者 孙参摄

“民俗喜庆堂”戒攀比树新风
江苏如皋周庄社区简办红白喜事，少了折腾还不丢面子

春节将近， 江苏如皋市江安镇周

庄社区的老夫妻王灿和孙淑芳近日在

社区的“民俗喜庆堂”里，过了一个简

单又难忘的生日。台上，儿子王小坤和

媳妇、孙女陪二老共同吹灭蜡烛，美满

温馨；台下，几桌亲朋好友济济一堂。
整个过程，不过两个多小时，和以往动

辄三四天的家宴相比， 两位老人直舒

一口气：“来这办喜事，少了折腾，多了

轻松，既能省钱，也不丢面子。 ”
为大力推行 “移风易俗， 厉行节

约”，2013年，周庄社区成立“红白理事

会”并开始运作“民俗喜庆堂”。 四年

来，1100多户村民中有七成以上都曾

把家中的红白喜事交由“民俗喜庆堂”
操办，不仅节约了大量人力财力，更是

刹住了以往互相攀比、 铺张浪费的请

客习俗，受到广大百姓欢迎。

由奢入俭，热闹有增无减

要说这是记者见过最为简朴的一

场农村喜宴，一点都不为过。就连主持

人丁瑶，也是从如皋免费“借”来的一

名志愿者。其实，这场喜宴还有一个重

要的主题， 就是庆祝王小坤的羊毛衫

工厂乔迁新厂房。 作为周庄社区较为

成功的生意人代表， 王小坤将两件喜

事一同交由“民俗喜庆堂”从简操办。

他告诉记者，以前，几桩喜事轮番

庆祝，全家人至少得忙上个十天半月，
费力劳神不说， 开销也是一次比一次

大：“亲朋邻里间，难免有攀比，一场办

下来，至少得花三四万。 但在‘民俗喜

庆堂’，一次最多就花万把块钱，因为

场地、舞台、水电统统免费，每桌饭菜

的标准也就三五百元， 哪怕生意做得

再大，到这都没了攀比心，而且饭后还

能请全村人看场戏，何乐而不为呢？ ”
果然，午餐之后，更多村民闻讯赶

到了与“民俗喜庆堂”一墙之隔的周庄

社区道德讲堂。天空飘着冷雨，但并没

有妨碍大家前来看戏的热情。 整整两

个小时的演出， 可容纳百余人的讲堂

内几乎座无虚席。 村民石云龙告诉记

者，如果不下雨，演出通常会在室外的

周庄大舞台举行，来看的人往往更多。

借钱办酒，一去再不复返

身为“红白理事会”会长，周庄社

区居委会主任孙新桃这样解释当初社

区创办“民俗喜庆堂”的初衷：“以前，这
里多数村民生活条件一般。 但近年来，
随着当地农民收入的大幅提高，大家在

办红白喜事时，逐渐形成了一股‘暗自

较劲’的攀比风潮。 不少村民甚至举债

办酒席。长此以往，刚致富便返贫，百姓

间借贷矛盾也多，好事便成了坏事。 ”
如何有效地移风易俗， 既让老百

姓不丢面子，又刹住这股不健康的消费

歪风，大家集思广益，很快想到了成立“红
白理事会”，开设“民俗喜庆堂”这个点子，
并在社区的大力支持下付诸行动。 “民俗

喜庆堂”就建在社区服务中心边上。 上下

两层可容纳30多桌，可同时让两户人家举

办各类红白喜事。
“我们提倡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喜

事由以前的三四天缩短到一天， 丧事由

原来的七天缩短到三天。刚开始时，村干

部要挨家挨户走访做工作、 四处贴标语

宣传， 渐渐地大家就接受了这一运作模

式。 ”孙新桃介绍。 按照理事会的建议和

规定，“民俗喜庆堂” 对村民承办的红白

喜事酒席原则上不能超过20桌， 每桌收

费控制在300-500元。 如果村民要求自

带食材，仅收取30元一桌的加工费。
吃喝的标准看似降低了， 但实际上

桌的饭菜并没有让百姓觉得“掉价”。“民
俗喜庆堂”的承包者钱文彬告诉记者，自
己早些年在村里创业发家致富，承办“民
俗喜庆堂”是想做点好事来反哺社区。而
且村里会按照承办红白喜事的数量减免

一部分房租， 所以只要是村里的红白喜

事一律“零利润”接待，保证村民们吃好

喝好。这不，春节期间“民俗喜庆堂”的接

待档期已经不知不觉排到了正月初八。

精神富足，生活才真美好

47岁的孙霞，是社区里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 2014年初，他率先在“民俗喜庆

堂”办了喜宴，庆祝女儿高考金榜题名。从

此他也成了“红白理事会”的铁杆会员，不
仅积极在亲朋间推广这项移风易俗的好

做法，也经常来看演出。他告诉记者，和从

前在自家院搭台请自家人看戏不同，现在

办完红白事， 往往是一家请戏百家看，请
来的演出团队就直接在周庄大舞台上表

演，极大地丰富了村民们的文化生活。
被移风易俗渐渐改变的， 并不仅是

一场家宴和一台戏。 记者在周庄社区看

到，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一个星级文明户的

标识，最高为十星级。 而在“十星级文明

户”的评选中，对铺张浪费现象将一票否

决。 除此以外，还有秸秆焚烧、邻里和睦、
尊老敬老、庭院整洁等多条考量标准。

“现在村民们很少攀比物质条件，而
是暗自较劲自家门上的星有几颗。 只有

精神生活富足了， 百姓的生活才能真正

美好起来，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追求

的目标。”周庄社区党总支书记周久海自

信地表示。
如皋市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陈实告诉记者， 目前如皋已有十几个社

区相继开展农村移风易俗的深度探索。
今年，当地将进一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培育一批典型的示范村， 为深化农村的

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更多可借鉴、 可复制

的样本。 （本报江苏如皋1月21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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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坤（左一）在“民俗喜庆堂”为父母点燃生日蜡烛。 本报记者 王星摄

再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
经李克强签批，国务院印发《决定》

新华社北京 1 月 21 日电 经李克强

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第三批

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明确，在前两批取消 230 项

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再取消 39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另有 14 项

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行政许可事项，国

务院将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相关法律规定。
本次取消事项， 从涉及部门看，与

21 个中央业务指导部门有关 。 从内容

看，多数事项涉及企业生产经营、个人就

业创业， 取消这些事项有利于为企业和

群众松绑减负，释放市场活力。从实施面

看，相当数量事项由省、市、县三级分别

实施，量大面广，与老百姓直接相关，取

消这些事项有利于地方简政放权， 方便

老百姓办事。
《决定》 在公布取消事项的同时，

公布了取消审批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

具体措施。 这充分说明了简政放权不是

简单取消审批， 不是政府不管了， 而是

转变管理方式， 采取更为管用的事中事

后监管措施和办法。 同时， 这也是对政

府部门的督导， 便于督促相关部门落实

监管措施。
《决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

做好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的落实和衔接工

作，明确责任主体和工作方法，切实提高

行政审批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针对性

和有效性。

世界最大跨径公铁两用钢拱桥合龙

昨天， 世界最大跨径公铁两用钢拱桥———沪通长江大桥天生港专用航道桥顺利合龙。 该航道桥采用主跨 336 米的刚性

梁柔性拱桥结构， 具有体量大、 材料新、 精度高、 合龙准等工程特点。 沪通长江大桥是我国沿海铁路大通道沪通铁路段的

跨长江控制性工程， 上层为双向六车道锡通高速公路， 下层为双线沪通铁路和双线通苏嘉城际客运专线， 南北连接张家港

市和南通市。
天生港专用航道桥顺利合龙， 标志着沪通长江大桥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为推进沪通长江大桥早日建成和通车， 加快

建设我国沿海铁路快速通道， 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国家 “一带一路” 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影报道

责任落实不在口头要看行动
（上接第一版）

韩正指出 ， 一 年 来 ， 各 区 、 大 口

党委落实管党治党责任认真尽 责 ， 服

务中心和围绕大局工作有力有 效 ， 持

续 用 力 不 断 夯 实 从 严 治 党 基 层 基 础 ，
基层党建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 基 层 党

组织建设 、 队伍建设 、 作风建 设 持 续

加强 ， 特别是在全市 “补短板 ” 工 作

中 ，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 得 到

了充分体现 。 在看到成绩的同 时 ， 工

作中依然存在的三个共性问题 必 须 引

起高度重视： 责任落实还存在不平衡，
层层传导压力不够 ， 地区 、 部 门 和 单

位之间存在差距 ； 基层党建工 作 与 面

临的新形势 、 与人民群众的新 要 求 新

期盼还不完全适应 ； 基层干部 为 群 众

解决急难愁问题的能力 、 队伍 的 整 体

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韩正强调， 要坚持党要管党， 切实

负起主体责任。 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如果不落实责任， 既管不住、 也严不起

来 ， 责任落实并不在口头 ， 而 要 看 行

动。 我们全面增强 “四个意识”， 特别

是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决不能停留在

口号上， 关键是要时时刻刻对标中央要

求， 把中央要求真正落实到全市各项工

作中、 体现在具体行动上， 切切实实把

责任扛起来。 各区、 大口党委要把从严

要求 、 从严带队伍贯穿于各项 工 作 之

中 ， 紧紧围绕谁来抓 、 抓什么 、 怎 么

抓， 采取扎实有力的措施， 将全面从严

治党的要求和责任落实到每条战线、 每

个领域、 每个环节， 层层传导压力、 认

真压实责任。
韩正强调 ， 要 把 党 建 工 作 与 各 项

工作一起抓 ， 同部署同落实 。 党 的 建

设根本是为推动和保障党的中 心 工 作

服务 ， 党的工作必须有机融汇 贯 穿 于

各项工作之中 ， 真正克服 “两张皮 ”，
杜绝形式主义 。 抓党建关键是 管 用 有

效 ， 保障和推动各地区 、 各部 门 完 成

中央 、 市委交办的各项任务 ， 不 在 于

一时的热热闹闹， 关键是持续起作用，
认 准 的 事 一 抓 到 底 ， 直 至 抓 出 成 效 。
要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 在抓发展、
调结构 、 促改革 、 惠民生中 ， 加 强 党

的思想 、 组织 、 作风 、 干部队 伍 等 建

设 。 要注重创新方式方法 ， 传 承 提 升

好的做法和经验 ， 适应新形势 新 任 务

要求 ， 使基层党的建设更具有 效 性 和

时代性 。 要坚持问题导向 ， 这 是 加 强

基层党建的基本工作方法 ， 我 们 的 各

项工作都该奔着解决问题而去 。 开 展

述职评议就是为了不断发现问 题 、 解

决问题 ， 要认真对待问题 ， 自 觉 抓 好

整改落实 。 基层党建要尊崇党 章 ， 党

的组织要健全 ， 党内生活要正 常 ， 党

的日常管理决不能松散乱 ， 党 内 组 织

生活要规范 ， 切实严守规矩 ， 严 肃 党

内政治生活。

移风易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