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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6亿亿开开建建城城子子崖崖考考古古遗遗址址公公园园
规划总面积132万平方米，建设周期为12年

章丘多种措施

传承龙山文化

传承龙山文化，章丘硬件
设施、科学研究一起抓。今年10

月19日，龙山文化研究会成立大
会暨龙山文化研讨会在章丘召
开，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专门研
究龙山文化的学术组织。来自
全国的41位专家学者齐聚章丘，
围绕龙山文化遗址的保护和利
用，龙山时代遗址博物馆及考
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运行及管
理经验交流等议题展开讨论。
这意味着龙山文化研究有了一
个规范、官方、权威的科研组
织。此外，章丘市还制定了《龙
山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
积极争创省级龙山文化生态保
护区，目前已经通过专家评审。

承接龙山文脉，留住乡村记
忆。今年，章丘启动实施了“乡村
记忆”工程，通过抢救和保护文
物古建筑，实现对文化遗产的整
体性和真实性保护，从现有乡村
层面和城镇建设中，制定具体规
划。其中，改造提升后的朱家峪
就是典型范例，“江北第一古村”
新面貌呈现，将文化具象化，闯
关东体验馆、八大作坊等各种体
验项目，让民众置身其中体验奥
秘，寻根溯源感受文化。4月份，
章丘市又联合济南市考古所对
埠村、普集、文祖、相公庄等镇街
的古建筑进行集中调研踏勘，制
定出全市古建筑维修方案，并由
市财政出资1200万元启动了古
建筑维修工程。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邢振宇 通讯员 袁致甲
李俊梅 曲晓明） 龙山文

化“地下气象万千，地上一无
所有”的局面有望成历史，13
日，记者在章丘市龙山文化考
古挖掘现场看到，山东省考古
所副所长孙波带着他12人的
考古队伍，正在探方中寻觅史
前时代龙山文化的印记。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的一部分，此次龙山文化挖掘
以章丘龙山为中心，考证方圆
百公里内的古聚落布局和演
变发展。”孙波介绍，去年进行
的城子崖遗址中部及北段探
沟发掘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目

前正在发掘的遗址南城墙遗
迹，将作为城子崖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展示的重要内容之一。

去年9月，投资1500万元改
造提升后的城子崖遗址博物馆
更名为龙山文化博物馆，并免费
向社会开放。“从博物馆正门穿
越时光隧道到达序厅，依次看到
龙山破晓西河、小荆山遗址、文
明之星城子崖遗址与龙山文化、
考古圣地城子崖遗址的发现与
发掘、济南寻根东平陵城及结束
语展厅等6个部分，内部展陈时
间跨度约6000年，龙山文化按时
间顺序一览无余。”博物馆馆长
田继宝表示。

为改变龙山文化“地下气象

万千，地上一无所有”的局面，今
年5月，章丘市正式启动了集保
护、展示、教育、休闲、体验为一
体的城子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建设。建成后，市民可体验刀耕
火种的史前人类生活方式，真切
感受龙山文化的厚重底蕴。在加
强文物保护的同时，还将展现四
千年前黄河中下游流域人类生
活的绚丽画卷。

据了解，城子崖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规划总面积132 .3万平方
米，投资4 .6亿元，总体分区包括
遗址展示区（遗址外环）；管理服
务区（城子崖博物馆东侧）；预留
区（遗址本体周围约10米范围）；
博物馆展示区（原城子崖遗址博

物馆所在区域）；滨河遗址风貌
区；陶艺展示区（遗址东侧）；农耕
区（遗址南侧）。城子崖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的建设为将来更加深入
地研究、探索和解读龙山文化提
供了成功的生态文化保护范本。

据章丘市文广新局有关工
作人员介绍，今年开始打造的遗
址公园不是要去保护一个点，而
是要去保护一个片区，去保护一
种遗址的文化形态。记者了解
到，龙山文化遗址公园建设于
2013年12月通过国家文物局立
项，进入国家第二批考古遗址公
园名单。遗址公园建设周期为12
年，将进一步展示章丘龙山文化
内涵，延续城市文脉。

相关链接

龙山文化——— 城子崖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本报记者 邢振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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