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家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车马威仪，展现楚国传奇
□ 人民日报记者 田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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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房公积金缴存范围有哪些？
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

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

团体及其在职职工。

3.住房公积金的基本特性有哪些？
（1）普遍性。所有单位及其职工均应缴存住房公积金，同时也具有

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权利。

（2）强制性。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

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的，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有权力责令限

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以按《条例》的有关条款进行处罚，并可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3）专用性。职工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购买、建造、翻修、大修自住

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4）返还性。职工离休、退休后，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本息余额一次

结清，返还职工个人。

荆州住房公积金中心

我市成立“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速裁庭”
快递员、网约车司机遭遇权益争议可寻求帮助

本报讯（记者王子瑶 通讯员刘婷）
近日，市劳动人事仲裁院成立“新就业形
态劳动争议速裁庭”，为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处理权益争议案件提供更便捷、高效
的法律服务，进一步提升权益保障工作
质效。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指依托互联
网平台的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比如快
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其工作性质的灵
活性加大了相关部门对从业者管理、服
务的难度。

“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速裁庭”旨在解
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工资、工时、社保等
方面的争议问题，建立完善的案件筛选机
制，对于符合速裁庭审理条件的案件，优先
受理，确保案件快速步入审理程序。

市劳动人事仲裁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新就业形态速裁庭将继续探索创新，
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提高服务质量，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优质的法律服
务，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新贡献。

全国知名作家诗人相约荆州采风
本报讯（记者柳柳 通讯员泥北）伴

随着春风、春光、春花，与五月一起到来
的，还有诗歌。5月 1日至 4日，由市文
联、市作协主办，本报垄上诗荟工作室承
办的“谷雨·我为荆州写首诗”——全国
知名作家诗人荆州采风暨文学交流活动
在荆举行，宝树、王洒、陈维一、张静、洛
水、许晓敏、邹世奇、懿小茹、丰杰等作
家、诗人参加活动。

活动中，大家游览了荆州古城墙、荆
州博物馆、万寿宝塔、玄妙观、熊家冢、东
辰草堂，近距离感受荆州历史人文与自

然风物。徜徉在古城脚下，氤氲在历史
的天空，一花一草，足以牵动幽情；一砖
一瓦，足以品察楚文化的韵味与魅力。
诚如诗人张静所赞：“一方天地，植物自
构成纬度。”

本次活动旨在弘扬楚文化，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楚地风俗和诗歌
风貌。活动通过诗歌朗诵、创作和讲座
等形式，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更
加深入地了解楚文化的内涵，促进荆州
与各地的文学交流，增进友谊，共同推动
楚文化传承发展。

松滋市图书馆成功通过
“中华经典传习所”评审

本报讯（记者伍丹）记者昨从市文旅
局获悉，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于近日通过
线上形式组织召开“中华经典传习所”评
审会，全国共有 13家单位成功通过“中
华经典传习所”评审。其中，松滋市图书
馆作为我市唯一单位入选。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中华经典传习
所”，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十四五”期间
的重点工作。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鼓励全
国各级各类图书馆、教育机构、文博单位
采取“图书馆+书院”形式，设立“中华经
典传习所”。本次评审中，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对提出申请的单位进行考察，了解
其在组织机构、师资教材、设施设备、课

程安排等方面的现有条件和发展前景。
专家经过充分考量，认定包括松滋市图
书馆在内的13家单位具备设立“中华经
典传习所”相应资质。

松滋市图书馆馆藏图书 25 万册，
古籍 6380 册，配置电子文献近 60 万
册。为传承经典，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该馆创新开展“知行读书会”，以
诵读、解析、领会、践行《论语》《大学》
等经典为主要环节，每月举办 2期，已
连续举办 48期，读者从前期的 10人左
右发展到固定读者 400 人左右，这为
其申报“中华经典传习所”奠定了坚实
基础。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王大玲 通讯员李方
晗）记者昨从荆州经开区召开的城市管
理工作专题会上获悉，该区将实施城市
环境整治“十大”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
全区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助力荆州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

“十大”行动包括“门前三包”精细化
提升行动、城市市容秩序化提升行动、城
市管理精细化提升行动、环境卫生全域

化提升行动、市政设施标准化提升行动、
污染防治常态化提升行动、渣土运输规
范化提升行动、拆违治乱长效化提升行
动、施工围挡专项整治提升行动、电动自
行车“违停违充”整治提升行动。

荆州经开区要求各责任单位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严格落实行业部
门责任和属地责任，明确时间表、路线
图、责任人，并强化督促激励、加强宣传
引导，推动城市管理综合整治各项任务
落实落地。

荆州经开区实施“十大”行动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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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技能人才队伍“一池春水”
——记“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状”获奖单位、湖北江汉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
（致敬劳动者·产业链上的能工巧匠②）上一期4.29,一版

金戈铁马、群雄逐鹿的春秋战国
时代，地处南方的楚国曾是与秦国一
争长短的强盛国家，“春秋五霸”“战国
七雄”中都有它的身影。在那个时代，
车马的规模，既代表军事实力的强弱，
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楚故都纪南城
遗址西北的熊家冢古墓群，发现了巨
大的车马坑，其中属于“天子驾六”的
马车已出土了3乘，远超同时代其他贵
族墓葬，专家判断墓主人可能是楚国
兴盛时期的一位楚王。

在熊家冢古墓群基础上修建的熊
家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2年试运
营开放，2013年获批成为湖北省首家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走进公园，规模
宏大的古墓、气势雄壮的车马、雕刻精
美的玉器等，无不展现着楚国历史的
辉煌，诉说着动人心弦的故事。

金戈铁马 气势如虹

在熊家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
8200平方米的钢结构车马阵展厅是最
具特色的展陈空间。走进展厅，仿佛
来到考古现场，一个个方坑里，整齐排
列的车马历历可见，让人感受到楚王
指挥千军万马的豪迈气势。

熊家冢古墓群已发掘出 40座车
马坑，其中大车马坑 1 座，小车马坑
39座，如此大规模的车马阵在目前所
知的考古遗迹中尚属首见。大车马坑
即1号车马坑，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坑
壁斜直，坑口南北长 132.6米，东西宽
约 12米，目前已发掘三分之二，出土
43乘车、165匹马。大车马坑经过周
密规划，设计者对车辆之间的距离、马
匹的数量等都有精确的计算。埋葬车
马之前先统一做好轮槽，下葬时将车
放到对应的位置，再将马放到车辕两
侧呈驾车状。除最北边的一乘车外，
其余车马分前后两排放置，排列整齐
有序。

车辆一般由轮、轴、舆、辕、衡、轭
等部件组成。虽然深埋地下 2000多
年，这些车马仍保存较好，刚出土时车
上的漆和红色花纹清晰可见，青铜饰
件都还在原来的位置，马的骨架十分
完整。根据车辆形制分析，埋葬时基
本上是将同类型的车放在邻近的位

置。既有战车，又有运送物资的辎重
车和配件维修车，另外还有贵族出行
乘坐的带华盖的高级礼仪车。已经发
掘出土的车大多为四马驾一车，而六
马所驾的车有3乘。

在古代礼仪制度中，坐车御马的
数量有严格规定。《周礼》云“天子驾
六”，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乘坐由六
匹马驾的车。大车马坑目前只发掘
了一部分，已经出土 3乘“天子驾六”
车，刷新了东周时期车马坑出土“天
子驾六”数量的纪录。这反映了熊家
冢墓主人身份的高贵及东周时期楚
国实力的强大，印证了文献记载的楚
国僭越周礼。

在车马坑的中间位置，有一乘与
众不同的马车，单独用夯土墙围了起
来。马匹体格比其他马更大，车厢处
设有华盖，轭肢交叉处的铜环有金箔
包裹，辕首上贴有椭圆形金箔。车舆
制作非常精致，栏上装饰着红色的斜
方格纹和勾连云纹，显得格外华丽。
专家推断这是楚王生前的专用马车，
称为“王舆独尊”。

大车马坑出土车马器等青铜构件
500余件，种类丰富，形制多样，保存较
好，几乎每件都饰有花纹。除常见的
銮铃、轭首、衡末等，大部分器物尚不
能明确名称和用途，这些器物在其他
地方很少出土，具有独特的考古研究
价值。

巍巍王陵 随葬丰厚

熊家冢墓地由主冢、祔冢、车马
坑、殉葬墓、祭祀坑等部分组成，其规
模之宏大、布局之完整、规划之缜密，
在先秦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十分罕见。
熊家冢墓地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
其中主冢最为高大醒目。20世纪 50
年代时，主冢直径超过100米，高近20
米，现存封土高度也有4米左右。经勘
探发现，主冢是一座近正方形、带斜坡
墓道的“甲”字形竖穴土坑木椁墓，椁
室面积约400平方米。

在墓主人的主冢南侧，整齐排列
着 4列共 92座殉葬墓，采用一人一墓
的殉葬形式，为国内首次发现。墓主
夫人的祔冢北侧也发现殉葬墓 46
座。《墨子》记载：“天子杀殉，众者数

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
数十，寡者数人。”熊家冢墓地殉葬墓
共有 138 座，数量多于“数十”，级别
接近“天子”。

在出土文物陈列馆中，大量精美
玉器引人注目。熊家冢墓地已出土
1300多件（套）玉器，其中绝大部分出
自殉葬墓。殉葬墓离主冢越近，随葬
的玉器越多。玉器种类有璧、环、佩、
珩、瑬、串珠、管等，皆为佩饰，多数玉
器以组佩的形式出现。

熊家冢玉器中，最具特色的当
属龙凤形玉佩。有的是竖置背向双
龙，两侧龙背各立一凤鸟；有的两端
为回首龙头，腹部向上拱起，为迄今
所见楚墓中年代最早的双龙同体造
型；有的以透雕和阴刻相结合的方
法合雕 2 条盘龙、3 条螭、3 只凤鸟，
配以繁复的网纹、S纹、圆首尖勾纹、
细鳞纹等楚式纹样。这种龙、凤、螭
合雕的形式在楚式玉器中很常见，
是其独有的造型。楚人素有尊龙崇
凤的传统，这些玉佩的造型、纹饰为
考古学家推断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
提供了重要依据。

出土玉器中，玉璧数量多达 360
余件。《周礼》云：“璧琮九寸，诸侯以享
天子。”在周代，大璧为天子礼天之用，
诸侯献天子也要用大璧。熊家冢1号
祭祀坑东北角发现了直径22厘米的大
型玉璧，与豪华的车马一样彰显了墓
主人的尊贵。

科学保护 传承历史

熊家冢墓地是楚国高等级贵族墓
地的杰出代表。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2006年至2009年，荆州博物馆对熊家
冢墓地车马坑和部分殉葬墓进行抢救
性发掘。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在
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同时，荆州文
物保护中心对遗址进行现场保护，为
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和开放展示奠定
了基础。

熊家冢所处地区潮湿多雨，遗址
保护面临很大难题。荆州文物保护
中心运用多种保护办法，不断探索合
适的保护方式。在殉葬墓、车马坑发
掘之前，先搭建防护大棚，在大棚四

周挖好排水沟，让雨水及时排出，防
止墓坑在雨水浸泡下出现垮塌。熊
家冢墓地的主冢和祔冢都有高大的
封土堆，如何防止封土被雨水冲刷流
失，又不影响遗址景观呢？文保工作
者在遗址表面铺设不透水的膨润土
工布，再铺上一定厚度的土壤，土壤
上面种草绿化，与周围绿化景观一
致。下雨时，雨水沿着土工布顺坡流
入排水沟，排出遗址区，避免了对遗
址表面的直接冲刷。

根据熊家冢墓地的土壤特性，荆
州文物保护中心研发了生石灰混合
联体暗墙技术、泥土稳定剂加固保护
技术等，对墓坑进行保护加固，效果
良好。

车马坑发掘后，车、马等遗迹因含
水量变化，容易发生开裂、崩解。工作
人员采用“输液打点滴”的方式，将加
固材料缓慢、均匀地注入遗迹内部，对
其进行保护加固。此外，采用专门材
料修复裂缝，使其恢复到刚出土时的
状态。得益于科学、细致的保护工作，
车马坑才能以完整真实的面貌呈现在
观众面前。

“参观了楚王车马阵后，内心非
常震撼。楚人从一个不起眼的部落，
发展成一个非常庞大的王国……”今
年 3月，湖北省文旅部门请网红主播
董宇辉为湖北著名文化景点进行宣
传推介，熊家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
他在荆州直播打卡的第一站。曾参
与熊家冢墓地考古发掘工作的荆州
博物馆副馆长贾汉清一路为董宇辉
讲解。通过生动的问答、讲解，让网
友们了解楚国的历史故事和熊家冢
的珍贵价值。

在车马阵展厅，生动的雕塑再现
了楚王车马的威仪，光影沉浸空间让
观众走近那段金戈铁马的历史。弧幕
影院里，精彩的影片讲述了楚昭王与
越姬的爱情故事。车马阵考古体验中
心作为主要面向青少年的互动体验区
域，包括车马阵讲堂、考古模拟探方
区、陶艺手工坊、射箭场、园林体验区
等。孩子们可以穿上古装，在古色古
香的讲堂里学习历史知识，体验陶艺、
射箭和考古挖掘，深入感受传统文化
魅力。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
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
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将大型古遗址保护利用融入所在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
举措，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中国经验。近日，《人民日

报海外版》开设“探访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栏目，讲述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故事。

4 月 30 日，“探访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专栏聚焦熊家冢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刊发《车马威仪，展现楚国传奇》报道，
向全世界推介荆州。本报今日予以转载。

编
者
按

本报讯（记者孙晓旭 通讯员熊
铭）5月 6日，记者从湖北石首麋鹿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悉，今年保护区第
一批麋鹿宝宝已经出生，为这片自然
生态宝地再添新生力量。

保护区内的湿地上，麋鹿三五
成群悠闲地散步觅食；刚出生的小麋
鹿小心翼翼地跟在母鹿身后，十分
活泼。

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处工程师杨涛介绍，麋鹿一般出生在3
月至 5月。今年产仔高峰期比往年推
迟了10天左右，他已陆续观察到十余
头刚出生的小麋鹿，“根据往年数据推
测，预计今年将诞生 500头小鹿。届
时，石首麋鹿保护区内麋鹿种群数量

将达到2500头。”
为有效保护麋鹿健康成长，该保

护区信息指挥中心建立集资源管理、
安防监控、巡护监测等功能于一体的
智能监管体系，实时掌握麋鹿及生存
环境动态变化情况，同时加强对采集
数据的应用分析，有效提升了保护区
的标准化、高效化、智能化、精细化管
理水平。

同时，该中心还具备对本底资源、
生物多样性监测以及麋鹿生长生活情
况、生态环境因子的数据积累能力，为
麋鹿保护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提供
决策依据和数据支撑。

近年来，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为契机，

围绕“保护麋鹿种群及其栖息的淡水
沼泽生态系统”这一核心任务，加强科
研监测，开展科普教育，推进共建共
管，取得良好成效。

随着麋鹿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好，
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度也越来越高。据
统计，该保护区内现有高等植物 321
种、脊椎动物330种。

伴随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批精灵“宝宝”日前相继降生——

石首麋鹿种群数量今年有望达到 2500 头

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麋鹿种群数量日益增加。

新生小麋鹿依偎在母鹿身边，很快便融入鹿群。

本报讯（记者田心怡 通讯员肖世
青 张恒熠）“备案过程这么顺利，让我们
对开展出口业务充满了信心。”近日，湖
北天之绿水产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芳在荆
州海关关员的指导下，通过“中国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官网提交了出口食品原料
种植场备案申请，海关关员运用最新上
线的“行政相对人统一管理系统（3.0
版）”快速完成审核，我市出口食品原料
种植场首次实现“智慧备案”，并拿到产
品出口的所有备案资质。

为进一步简化备案办理程序、缩短业
务办理时间、提升企业资质管理水平，海
关总署上线“行政相对人统一管理系统

（3.0版）”并逐步升级完善。4月25日，该

系统三期功能全面启用，新增出口食品原
料种植场等9项企业资质备案相关功能。

作为推进智慧海关建设和“智关强
国”行动的重要项目，该系统整合原有4
个系统共56个企业资质备案项目，实现

“一个平台”统一办理、信息统一发布、数
据共用共享。企业申请不同的资质备案
可在该系统“一站式”通办，并可一次性
发起多种备案申请，极大简化办理流程、
提高办事效率。

“以前我们受理企业资质备案，往往
涉及多个系统切换，时效性会受到影
响。新系统的上线，给备案企业提供了
简化手续的便利，进一步节省了时间成
本。”荆州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

荆州海关：

“智慧备案”助力企业加速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