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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争耀）昨日
记者获悉，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
研究院为配合基本建设，2017年
11月至2018年6月，在西安南郊
香积寺村北发掘了7座十六国时
期家族墓葬（编号M1-M7），出
土文物64件（组），获得了一批较
为重要的考古资料。

香积寺村北十六国时期家
族墓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子午

大道以西，香积寺村以北700米
处。此次发掘的 7座古墓葬规
模较大，排列有序，1座位于西
北部，其余 6 座位于南部，呈

“一”字排列。墓葬形制均为坐
北朝南的斜坡墓道土洞墓，共
出土器物 64件（组），其中陶器
45件（组），铜器 12件，铁器 6
件，泥器 1组，另有铜钱 6枚。
根据时代可分两组。第一组：

共1座，M7。出土器物22件，器
类有大陶盆、陶多子槅、陶勺、耳
杯、陶钵、陶磨、陶盘、陶井、陶
灶、小陶盆、小陶甑、男侍俑、陶
鸡、陶猪、陶狗、铜弩机。第二
组：共 6座，M1~M6。共出土器
物42件（组），另有铜钱6枚。器
类有陶罐、陶仓、陶钵、陶磨、陶
碓、陶井、小陶盆、小陶甑、陶牛
车、陶鞍马、女侍俑、男侍俑、陶

猪、陶鸡、铜环、铜簪、铜钱（五
铢4枚，丰货2枚）、铁镜、铁削、
铁尺、铜印、铜镜、泥球等。

考古人员根据编号为M7的
墓葬所出陶灶、陶井、磨、多子
槅、男侍俑、动物俑等器物分析
推断，该墓葬的年代应当在西晋
晚期至前赵、后赵左右；M1~M6
出土的陶俑、陶牛车、陶鞍马、小
口鼓腹罐等，特征比较明显，年
代在前秦左右。其中M1所出的

“丰货”铜钱，为后赵石勒称赵王
后所铸。关中地区的“丰货”钱
当是后赵统治时期流入，与五铢
并行，使用时间并不长，最迟可
能延续到前秦时期。“香积寺村
北这批墓葬最有可能的埋藏年
代应当在西晋末年至前秦之
间。另外，M5出土一枚‘奉车都
尉’铜印，为我们寻找墓主以及
整个墓地家族提供了重要线
索。”考古专家表示，此次发现，
为研究当时葬俗、葬制提供了重
要的考古资料。

十六国时期家族墓葬出土的器物（资料图片） 考古发掘现场（资料图片）

汉中交警二大队
开展校车隐患排查

本报汉中讯（王伟伦记者陈卫平）为
有效预防涉及校车及接送学生车辆的道
路交通事故发生，全面掌握辖区校车底数、
安全状况，确保中小学生及儿童出行安全，
9月3日至4日，汉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
大队二中队利用秋季开学季，深入辖区中
小学、幼儿园开展校车排查，并加强校园周
边交通安全秩序整治，确保广大学生出行
安全。

排查中，针对辖区2所小学，5所幼儿
园，民警详细了解各学校有无校车、车辆路
线、车辆情况等信息，填写校车摸排登记表，
建立完备管理台账，并排查了辖区学校周
边道路的交通标志标线、隔离护栏等交通
设施情况。同时，二中队坚持做好“护学岗”
工作，提前安排民警在学生上下学时间指
挥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引导接送学生的
车辆有序停放，全面整治校园周边道路交
通秩序，加大纠违力度，治理违法占道情
况。加强与学校沟通，共同做好学生上、下
学期间安全管理，督促家长遵守交通法规，
纠正乱停乱放违法行为，教育引导学生不
乘坐车况不良、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车
辆，通过一系列措施，努力为师生平安出行
提供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

本报商洛讯（贾倍倍 记者
闫鹏飞）“我老婆子啥都干不了，看
到村里人养蚕，我就养了一张多
蚕，没想到还卖了 2200多块钱。”
洛南县四皓街办连河村西河蚕桑
协会年纪最大的会员80岁老人张
爱莲领取蚕茧款后激动地说道。

精准帮扶兴产业

商洛市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
为做大做强连河村蚕桑产业，千方
百计抓蚕桑产业发展。先后多渠
道争取资金 30多万元，帮助连河
村修建两座养蚕室300多平方米，

为广大农户购买良桑苗 20多万
株。还帮助连河村组建西河蚕桑
协会，会员达到 120多人，累计栽
植良种桑园 750多亩，年均养蚕
22.5吨，蚕农实现收入80余万元。
蚕桑收入已成为连河村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建档立卡贫

困户户均年增收7156元。

协会带动保增收

连河村西河蚕桑协会组建以
来，充分发挥蚕桑协会的培训、指
导、协调、收购等“一条龙”的服务功
能，积极为当地蚕农提供优良蚕种；
蚕桑协会每年在蚕桑生产期间适时
邀请县蚕桑专家和技术人员来连河
村培训技术三次以上，协会技术人
员及时上门为蚕农现场指导、桑叶
采摘、储运、幼蚕饲养、防病等技术，
及时为蚕农提供消毒药物，及时联
系组织在连河村收购蚕茧，从而有
效解决了全村养蚕群众的后顾
之忧。

在西河蚕桑协会的帮助带动
下，76岁的贫困户张麦娃逐年扩大
养蚕规模，养蚕年均收入突破1.2万
余元，在多年养蚕的积累下，他家从
山上搬至村道边，并在村道边新修
建了140平方米的四间砖混房屋一
座，真正实现了稳步脱贫。

示范引领增动能

“连河村山高平地少，只有蚕
桑才能保持连河的青山绿水，同时
也能让农民增收致富。”洛南县四
皓街办连河村党支部副书记雷利锋
说道，他毅然叫回在外打工的儿子，
在家建起两间蚕室，年养蚕七张左
右，收入2万多元。他在养好自己
蚕的同时，抓好养蚕协会日常工作，
及时入户为广大蚕农提供热情周到
的养蚕技术服务。同时，通过现身
说法，表彰先进、示范引领、培育蚕
桑产业发展领头雁，着力推动连河
村蚕桑产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雷剑、黄照等贫困户作为蚕桑
协会的会员，在雷利锋父子的带动
下，养蚕技术日渐成熟，成为了连河
村蚕桑养殖大户，如今雷剑年均养
蚕10余张，收入达到2万多元；黄照
年均养蚕七八张，经济收入可达1
万多元，他们也是第一批依托蚕桑
产业实现增收致富的农户。

西安发现十六国时期家族墓

蚕桑大产业 致富拔穷根
——洛南县四皓街办连河村脱贫有保障

华州区拓宽致富路

小龙虾变身村民“致富虾”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扶智在行动

走进渭南市华州区高塘镇北
侯村的扶贫产业小龙虾养殖基地，
宛如走进了风景名胜之地——碧
波荡漾，昔日的沼泽地如今成了荷
叶亭亭，绿林环绕的泉水荷塘。“水
里有虾，水面有花，岸上有农家”，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这个贫穷的小
村庄与小龙虾结缘，从此便开启了
小龙虾脱贫致富的新道路。

近日，三秦都市报记者走进北
侯村，来到扶贫产业项目小龙虾养殖
基地，深入了解该项目对北侯村村民
经济生活带来的改变。

北侯村地处高塘塬区，全村共
有530户1941人，耕地面积3400余
亩，以花椒为主导产业。建档立卡贫
困户69户209人，已脱贫38户138

人，拟脱贫31户71人。这里山清水
秀，空气清新，水质优良，村西低洼地
带，天然泉眼流水随处可见。2018
年，村书记李小渭一次偶然机会，听
说养殖小龙虾前景可观，于是他和村
两委会商议后，决定前去浙江考察小
龙虾的实地养殖。回村商议后，大家
觉得可以尝试，说干就干，村两委立
即和群众开始了筹划。

成功养殖小龙虾的首要条件
是水质的好坏，那么常年荒废的沼
泽地水能养殖吗？村上又请来渭
南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现场对泉
水进行采样检测，检测结果令人喜
出望外，高塘镇北侯村的泉水水质
完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并且泉
水的水质更适合养殖小龙虾。万

事俱备只欠东风，2019年4月，村
上流转土地40多亩，先期投入17
万元，改造荒滩，清理沼泽。投放
种虾虾苗2600多斤，吸收66户贫
困户入股成立了高塘镇北侯村扶
贫产业小龙虾养殖基地。

北侯村第一书记罗宏军说，虾塘
旁边一大片天然竹林郁郁葱葱、碧翠
挺拔，村上的老人们说，这片林子生长
100多年了，刚到北侯扶贫的罗宏军
看到郁郁葱葱，生长挺拔的竹子，产
生了将生态竹林后期深加工及原生
态竹林观光旅游和小龙虾产业相结
合发展的想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北侯村“农旅结合”之路也会渐渐铺
开，带动全村村民实现脱贫致富。

颜永超白兵兵本报记者杨晶 改造后的荒滩沼泽养殖致富小龙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