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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观察

延安筑城史至少前推2300年
本报西安 12 月 30 日专电 （通讯员

董新银 驻陕记者韩宏） 记者获悉， 位

于延安市宝塔区的芦山峁遗址最近有重

大考古发现， 据推断， 延安筑城史应为

距今 4500 年左右。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杜林渊教授表示， 延安有明确文献

记载的最早筑城时间为秦汉时期， 距今

约 2200 年， 而此次考古发现将延安的

筑城史至少向前推了 2300 年， 改写了

延安的建城历史。
芦山峁遗址位于延安市李渠镇芦山

峁 村 西 北 侧 的 梁 峁 上 ， 整 体 地 形 呈

“山” 字， 面积超过 200 万平方米， 属

超大型史前聚落遗址。 延安市文物研究

所所长张华说， 上世纪 80 年代， 芦山

峁遗址共征集到出土玉器 28 件， 近年

考古发掘中又出土了 16 件。 出土玉器

体量不大， 但造型精美， 做工考究， 代

表了龙山文化晚期的玉器制作水平。
经了解， 由延安市文物研究所、 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

院、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组成的联合

考古队， 对芦山峁遗址进行了持续两年

的考古发掘，发现房址 12 座、灶址 2 座、
夯土城墙 2 段、灰坑 23 座、瓮棺墓 1 座、
灰沟 3 条，并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

器和玉器等。 从遗址出土的双耳罐、 单

把鬲、 折腹斝、 圜底瓮等陶器的形制特

征判断， 芦山峁遗址中晚期的文化面貌

与关中地区客省庄文化、 陇东地区的齐

家文化均有相似之处， 年代相近， 同属

龙山时代， 距今约 4500-4000 年。

上海小伙扎进深山忙扶贫
为脱贫攻坚打造精品产业，带动当地百姓一起脱贫

若非一年多前在云南香格里拉古

城咖啡馆的一次偶遇， 从小在虹口区

长大的上海小伙顾月明， 怎么也不会

想到， 原本从事光伏行当的他， 竟然

会跑到云南的大山深处养起了猪。 这

一年间， 由他创办的山缘农业， 不仅

养起了 100 多头纯种的香格里拉藏香

猪， 更是通过租赁土地、 吸纳就业等

形式带动当地十多户贫困村民一起脱

了贫。

古城偶遇擦出扶贫火花

说起那次偶遇， 顾月明至今觉得

有些 “不可思议”。 当时， 他来云南旅

游， 从大理、 丽江、 一路游到了香格

里拉 。 在独克宗古城的一家咖 啡 馆 ，
顾月明听到邻桌传来一阵熟悉的上海

话， 于是性格热情的他便为邻桌多点

了两杯咖啡， 三个老乡很快一起聊了

起来。 原来， 邻桌的这二位是上海援

滇干部， 其中一人来自闵行区， 是挂

职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发改委副主

任、 香格里拉市副市长的陈超。 “我

记得陈超跟我说了很多他们在精准扶

贫方面做的事 ， 其 中 就 有 扶 持 推 广

当地的藏香猪产业 。 见我有些 心 动 ，
他便积极鼓励我加入进来 。” 顾 月 明

回忆说。
藏香猪， 多生长于海拔 3000 米至

4000 米的高原地区， 它们以天然野生

可食性植物及果实为主食。 长期在高

海拔地区放养的藏香猪以 “六 个 最 ”
闻名， 即肉品中氨基酸含量最高， 微

量元素最高， 脂肪含量最低， 猪肠最

长， 猪皮最薄， 鬃毛最长。 而香格里

拉， 正是藏香猪的原产地之一， 当地

百姓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养上几头。 只

不过， 长期以来这些藏香猪大多只在

当地 “消化”， 并未走出 “深闺”。
那天之后， 顾月明推迟了原定的

回沪日程， 干脆跟随陈超在香格里拉

各处实地考察起来。 一圈走下来， 当

地得天独厚的藏香猪饲养环境， 以及

老百姓淳朴至极的民风， 深深撼动了

顾月明。 经过一番比较， 他决定将藏

香猪养殖基地， 建在三坝乡东坝村道

谷后组的一处山谷里， 那里四面环山，
距离城镇较远， 不仅交通不便， 村子

里甚至都还没通电。 在他看来， 这样

一处远离污染源的 “世外桃源”， 正是

培育饲养藏香猪的绝佳宝地。
看到远道而来的顾月明一片雄心

壮志 ， 道谷后 组 的 16 户 村 民 ， 并 未

过多犹豫便将各自手中的土地租给他

建山缘基地。 除了租金收入 ， 愿意参

与 的 村 民 也 大 都 在 基 地 里 获 得 了 一

份 全 职 或 兼 职 的 工 作 。 不 仅 如 此 ，
顾月明还用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大

伙的农作物。 短短一年间， 整个道谷

后组老百姓的收入都有了显著 提 高 。
彝族汉子余和与他的妻子日古木， 是

顾月明最先雇用的当地村民。 他俩原

本只能靠种玉米度日， 家里又有两个

孩子要抚养， 生活十分困难。 得知情

况后的顾月明便将他俩请来负责基地

的日常看护。 如今， 余和与日古木每

月都各有 3000 元的收入， 一家人顺利

脱了贫。

抱团合作培育养殖精品

在山缘基地， 所有种猪都是顾月

明花大半年跑遍香格里拉的各个乡镇

收购而来。 除了一早一晚的辅食， 每

天的主食都是要靠藏香猪在山上奔跑

自行寻找。 顾月明说， 他想做的， 不

仅是要帮助当地百姓脱贫， 更想通过

一段时间的精心繁育， 让藏香猪这一

优良品种得以延续： “现在很多养猪

的老百姓为了追求效益， 放弃了放养，
变为一味地喂养， 有些人半年时间就

能喂出一头两百斤以上的藏香猪。 但

这些藏香猪毫无疑问都 ‘变了味’， 因

为真正纯种的藏香猪， 不仅需要 14 个

月以上的出栏时间 ， 体重也都在 120
斤以内。” 尽管还是初出茅庐的养猪新

手， 但顾月明基地里的藏香猪已经通

过网络直购平台卖到了北京。 他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将纯正、 美味的

藏香猪肉， 引入到家乡上海广大百姓

的餐桌。
在香格里拉， 顾月明还遇到了同

样怀揣保护传承藏香猪优良品种愿望

的当地养殖专业高手。 小中甸镇和平

村布龙谷小组的藏民七林诺杰， 辞去

自来水厂的稳定工作， 开启了创业之

路。 自 2010 年在村里创办合作社起，
他已经带动了当地近 300 户农户通过

养猪脱贫致富。
七林诺杰坦言， 若不是上海援滇

干部陈超的指点迷津， 他不会在去年

带头成立养殖公司， 并筹建藏香猪保

种育种基地。 在闵行区援滇资金的帮

扶下， 七林诺杰的净土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一年可出栏约 1200 头标准藏香

猪， 新开工的藏香猪保种育种基地也

已初具雏形。
采访七林诺杰那天， 他刚从上海

参加完食品展会回到香格里拉。 他兴

奋地告诉记者， 此次去上海参展， 不

仅让更多上海百姓认识了香格里拉的

纯种藏香猪， 更是与绿地集团的全球

商品直销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 现在

库房里正在腌制的 300 条 “琵琶猪”，
已被订购一空， 明年更有望实现订单

包销。 据陈超介绍， 在上海市合作交

流办的大力支持下， 今年又为当地新

增了 200 万元帮扶资金专门用于藏香

猪产业的发展。 今后， 来自香格里拉

的藏香猪有望直接对接上海市场。
得知这些好消息， 最兴奋的莫过

于当地村民。 昌都学小组的组长农布，
自 2014 年起带着组里的 12 户村民跟

着七林诺杰饲养藏香猪， 从最初的 10
多头到如今的 100 多头， 每户的年均

收入都已跃升至四五万元。
如今， 七林诺杰和顾月明联合 20

多家养殖专业公司， 成立了香格里拉

藏香猪养殖协会， 分别担任会长和副

会长。 他们抱团合作， 希望在上海援

滇干部的帮助下， 将藏香猪打造成为

香格里拉脱贫攻坚的精品产业， 相信

未来能有更多优质的香格里拉藏香猪

进入上海市场， 以此回馈广大上海人

民的无私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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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多种安徽农产品走进上海
本报讯 （记者赵征南） 这个元旦

假期 ， 上海市民置办年货又有 了 新 选

择。 安徽名优农产品暨农业产业化交易

会组委会日前对外宣布， 今年 12 月 31
日至明年 1 月 2 日 ， 在上海农 业 展 览

馆， 将有粮油、 畜禽、 水产、 水果、 茶

叶、 干货、 手工艺等 12 大类 2500 多种

安徽农产品参会展示展销。
从 2000 年的第一届安徽名优农产

品交易会， 到如今的第十八届， 展会已

从最初的单纯展示展销农产品发展到对

安徽 “三农” 发展的全貌展示， 为沪皖

两地农业交流搭建了平台。 本届交易会

占地面积 7600 平方米， 其中楼上 A 馆

1800 平方米， 由合肥市、 宿州市展厅和

合作社展厅等组成 ； 楼下 B 馆 3600 平

方米， 安排 12 个市展区； 楼下 C 馆 1200
平方米， 安排宣城市、 黄山市展区。

延安芦山峁遗址发掘现场。 (延安市文物研究所供图)

顾 月 明

（右） 创办了

山 缘 农 业 ，
通 过 多 种 形

式 ， 一 年 间

带 动 当 地 十

多 户 贫 困 村

民 一 起 脱 了

贫。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