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02 2023年7月1日 星期六 责编/祁国忠 版式/永皓 校对/祁于庭

□本报记者 郝志臻 摄影报道
四千年前，当灾难降临的瞬间，他

们经历了什么？四千年前他们的日常
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今天请跟随记者
的脚步一起走进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感受母亲河畔沉睡千年的文明。

七月的河湟大地山川秀美，景色宜
人，位于河湟谷地的海东此时正是最美
的时节。车辆沿川官高速一路向下，看
着车窗外急速划过的树木，此行的目的
地正在一步步接近。

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民和
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喇家村，地处黄
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发现于 1981年，
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处灾难
性遗址，在 2001年被列入“十大考古新
发现之一”，素有东方“庞贝古城”之
称。同时被国务院批准并公布为第五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
2010年分别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十二
五”规划期间国家大遗址保护名录。

为了更好地保护展示喇家遗址出
土的各类文物，使出土文物发挥应有的
宣传展览作用。2015年经上级有关部
门批准，喇家遗址博物馆开始建设，
2018年 5月建设完工，博物馆总建筑面
积 7591 平方米，2020 年 5 月开园试运
营。

走进公园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块
印刻着“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石
块，放眼望去方正规则的博物馆给人以
浓浓的历史厚重感。

喇家遗址博物馆的主建筑边界和
厚重敦实的形制取自当地的生土建筑，
建筑中央以几道弯曲的弧墙将建筑切
开，成为整个建筑的核心空间，同时暗
指导致喇家毁灭的黄河洪水。由《远古
官亭》《末日灾难》《传世瑰宝》等展览内
容与4D影厅、观众服务区、办公区四部
分组成。以“大爱无疆”为主题，通过场
景还原、雕塑、文物展览以及现代投影
技术等展陈手法，集中展示了喇家遗址
内出土及征集的文物珍品 260余件，凸
显出黄河上游古代先民艰苦经营的沧
桑历程。建筑墙体以粗糙的横向肌理
体现了道道岩层的历史形成，如同铭刻
在大地上的印章，记录了那段久远历
史。

作为弥足珍贵的史前灾难遗址，喇
家遗址是以青铜时代早期齐家文化为
主，兼马家窑文化、新店文化等不同文
化内涵的聚落遗址，它保留了4000年前
大地震和黄河大洪水等多重灾难遗迹，
公认为是极为珍贵的史前灾难遗址，对
于探索黄河上游，乃至我国西部的早期
文明及人类发展过程有着相当高的研
究价值。

走进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记
者的眼光被陈列馆右侧的一座雕塑所
吸引，当灾难来临之时，一位母亲紧紧
抱着一个孩童，保持着前倾的姿态，不
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让孩子幸存下
来。这是一个瞬间被定格的画面，从远
古至今，母爱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在当年发掘的众多遗骸中，有一个
非常特殊的情况引起了专家们的注
意。一具女性遗骸的怀中，还藏有一个
婴儿。这表明危险降临之际，这个母亲
把孩子紧紧地护在怀中，但可惜在自然
的力量面前这位母亲也无能为力；在另
外一处城墙遗址下，专家们也发现了大
量遗骸，其中一具遗骸双臂展开趴在地
上，从她背上清理掉四五块巨石后，她

的身下还压着三具小孩的遗骸。母爱，
亘古如初。在喇家遗址公园建设时期，
工作人员专门为其建设雕塑，纪念这份
传承了4000年之久的母爱。

除了灾难外，考古学家还在遗迹里
发现了一些当时人类生活的印记，为不
少人类文明的探索提供了依据。

世界上的第一碗面究竟在哪里？
意大利？中国？喇家遗址为这场持续
数十年的争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答案。
2002年考古学家在清理喇家遗址中的
一座房址时，揭开了一只倒扣在地面的
陶碗，其内发现有面条状遗存，外观与
现今的拉面基本相同，经测定面条的成
分为粟粉。

千年前，这碗面是刚刚被母亲端
出，还是正在被孩童慢慢品尝，一场灾
难让这一切变得无从考证，不过可以确

定的是，这碗面将面条的历史正式追溯
到了4000年前，也将第一碗面正式定格
在了青藏高原，为海东“拉面之乡”的美
誉添上了历史的笔迹。

作为黄河上游地区史前时期以齐
家文化为主的大型聚落遗址，从 1999
年至 2007 年，喇家遗址进行了历时 9
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齐家文化的聚
落居址、高等级墓葬、环壕、小广
场、祭坛等重要遗迹，取得了许多突
破性的新发现。2013年至 2019年，遗
址进行第二阶段田野考古工作，发现
遗迹 450 余处，包括房址、壕沟、陶
窑、祭祀坑、墓葬、大型冲沟、灰
坑、灰沟，出土丰富的生产和生活遗
物 2000余件，远古时期的黄河文明辉
煌再现，过去与现实交相辉映，河湟
谷地的文明正在熠熠生辉。

探访母亲河畔沉睡千年的文明

□本报实习记者 赵新秋 摄影报道
“老师不只是知识的传授者，还是

学生心路历程的探索者，学生奋斗、前
进的引导者、助推者。”这是来自海东市
第一中学教师周全中日记的里一段话。

周全中秉承细节育人理念，培养
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未
来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及关键
能力。在他的影响下，保持和维护教
室卫生的清洁，成了每一位学生的自
觉行动。

“一个人没办法改变世界，但只要
锲而不舍地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
起，就能一点一滴去影响学生，培养他
们的良好习惯，引导学生崇美向善，净
化心灵，走向文明。”周全中说。

在刚刚过去的6月，高考和中考已
然结束，周全中推开教室门，空荡的教
室内，地上杂乱的纸片，他弯腰去捡，
桌上零乱的书籍，他随手整理，像是来
到了自己的家中，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周全中一边整理着教室，一边回
忆起了童年。

他出生在乐都区瞿昙镇窑庄村，
祖祖辈辈靠天吃饭，喝地窖水，家族世
代务农，兄妹四人小学毕业后，只得去
20 多公里外的乡镇中心学校读书，生
活异常艰难，但周全中兄妹几人学习
刻苦努力，成了四里八乡父老乡亲们
教育子女的楷模。

周全中的奶奶是共产党员，乡亲们
称她是“共产党的奶肝”。靠党和政府
的关心，独自赡养了四位老人。周全中
回忆起奶奶，党和祖国的概念就是从奶
奶的言行举止里有了亲切的感受。

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周全
中从小的夙愿。1997年9月，周全中去
了西北师范大学进修，在那里，他成为
西北师大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学员，
使他对党史党情有了更加全面的认
识，他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2000 年，水磨营学校党支部正式通过
表决批准周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自
此，他正式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以激励自己
把工作做到极致。

入党之后，周全中在工作上更加
勤奋踏实，利用一切机会向名师学习，
时时处处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
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周全中曾经在日记中承诺：为教育
负责，为学生负责，为未来的自己负
责！我要把班主任工作和语文教学工
作做到学生的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之后。

1991 年周全中，成了一名乡村教
师，工作一年后，有件事使周全中思绪
难平。

全校师生欢送一位退休教师光荣
退休，开着拖拉机，敲锣打鼓把这位披
红戴花的老教师送回家里，并在这位老
师的家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一生的
奋斗奔波就此尘埃落定，解甲归田。自
此，一个想法在周全中心中留驻——

“我想，这位老教师的今天就是我
的明天，我的未来。但我不愿意就这
样告别我的工作，我想有所作为，比如
帮助和引导更多的学生成人成才，撰

写一两本书，有非常杰出的学生，培养
几位特别出众的青年教师，上几节令
学生一生回味的语文课，甚至想成为
励志人物。”周全中说起年轻时的梦
想，眼中依然闪烁着光芒。

知识改变命运，在他的精心培育
下，许多山区的孩子考上了理想的大
学。

一位名叫尹和玉的女孩，考到了辽
宁沈阳一所大学，毕业后在大连国家电
网工作。本可以过上轻松优越的生活，
可她却选择辞去了众人眼中的好工作，
开始创业，先后注册了两家公司。如
今，她公司的员工达60多人，家乡人员
近10人。尹和玉说：“在家乡适合小孩
看的书太少了，我想以后在家乡办个小
型图书馆，专门为幼儿园、小学生提供
书籍，增长孩子们的见识。”

周全中有很多“外号”，比如“周
老大”“周老爸”“鸡蛋老师”……

说起“鸡蛋老师”的由来，周全中不
好意思地告诉记者，2007年，在他带的班
里，近一半学生来自山区，许多住校生的
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但在求学道路的关
键时期，健康的身体显得尤为重要。

“我看到学生们学习压力大、营养
跟不上，十分担心。”周全中说，为了每
天能按时给住校生补充营养，他就拿出
自己微薄的工资，每晚都会去超市买鸡
蛋。时间久了，工作人员和周围老百姓
都认识了他，并亲切地称他为“鸡蛋老
师”。就这样，他默默地给学生煮鸡蛋、
送鸡蛋，整整坚持了8年。印证了他的
那句话——“当一个人能够感知到自己
的渺小，那么他的行为才开始伟大。我
坚信任何一个人只要肯把十年二十年
拿出来做一件事，一定能做好。”

周全中对学生的关爱，同样引起
了学生家长的共鸣。许多学生家长也
自觉地给住校生煮鸡蛋，与周全中一
起关心学生生活，班级里同学们也慢
慢学会了相互关心，相互帮助。

多年来，由于周全中在教书育人中
取得了突出成绩，曾被省委省政府评为
省级劳动模范，被省委组织部评为优秀
共产党员，被省政府批准为特级教师，
被乐都区评为首届十佳班主任等等，多
次受到了上级党政组织的表彰奖励，得
到了群众与社会的广泛赞誉。

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周老师
就这样默默守护着他的这片教学天地，
重复的生活枯燥乏味，但只要有课上的
日子就是他最快乐、最享受的时光。

问及未来退休后的打算，周全中
坚定地回答道：“只要我还能工作，我
就继续教！”

一路走来，艰辛与收获并存。他
很平凡，平凡得如殷殷碧草；他很渺
小，渺小得如同漫漫黄沙。但是，只要
学校需要，只要学生需要，他就在这三
尺讲台之上，为学生献出满腔的爱，为
教育事业燃烧自己，塑造了新时代人
民教师的光辉形象。

本报讯（记者 张璐 通讯员 尹得
寿）为深入推进“县级工会加强年”专
项工作，进一步提升广大工会干部工
作能力和服务水平，海东市总工会协
调对接青海省总工会干部学校，自6月
20 日起集中利用一周时间，在市直机
关和六县区总工会举办 7场次工会干
部培训班。来自市、县区行政企事业
单位、乡镇、社区、“两新”组织、“三新”
领域工会主席、干部共计425人参加培
训。

为确保培训课程贴近工作实际和
基层需求，培训前，市总工会广泛征
询各级工会干部意见建议，优化课程
设计，调整课程结构，丰富课程内
容。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以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统领推进新时代工会工作、怎
样当好基层工会主席、新时期“职工
之家”的建设和完善、互联网思维下
做好服务职工工作、新修订 《工会
法》解读、工会财务经审、职工压力
管理和心理疏导等，涵盖工会基本理
论知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
和可操作性。

市总工会将积极履行宣传教育职
能，锚定“五强”目标，加大全市工会干
部学习教育培训力度，切实做好基层
工会干部入职培训、专业培训、交流培
训，不断提升工会干部履职能力和服
务水平，为全面推动全市工会事业和
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队
伍支撑。

本报讯（记者 李富生）6 月 29 日，
在“七一”建党节来临之际，海东市民和
回族土族自治县“红色驿站”投放仪式
在驮岭小区举行，全县首批 5个新就业
群体“红色驿站”同步投放使用。

近年来，民和县以平台经济为代
表的新业态经济迅猛发展，新就业群
体逐渐成为服务市民生活、助力城市
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加强对新就
业群体的政治引领和关心关爱，激活
新兴领域党建新活力，民和县立足新
业态新就业群体现实需求，按照“就

近就便，便民惠民”原则，在电商产
业园、红卫村综合服务中心、驮岭坤
宜嘉“红色物业”、第二市民健身中心
和史纳 B4 小区永信物业办公室等地，
打造投放5个集党建宣传、便民服务为
一体的“红色驿站”，配备红色书籍、
微波炉、饮水机等设施，免费为新就
业群体和广大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供
给、餐食加热、手机充电、避雨休
息、图书阅读等服务，聚力解决新就
业群体工作期间充电难、休息难、饮
水难等实际问题。

民和中通快递公司快递员白泽涛
表示，作为快递员，一天要接打很多
电话，手机充电问题一直是我们最大
的难题，现在有了“红色驿站”，以后
我们手机充电难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决
了。送快递送累了，我们还可以在这
里歇歇脚，喝杯热水，我觉得非常好。

“我们要当好‘红色驿站’管理
员、服务员、联络员，把‘红色驿
站’和‘红色物业’结合起来，不断
创新服务形式，提高服务水平，确保
驿站进得了门、留得住人。”驮岭小区

“红色驿站”代管单位、民和坤宜嘉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媛丽说。

民和县将坚持“党建+志愿服务”
模式，不断拓展延伸“红色驿站”服
务功能，落实落细关心关爱新就业群
体的各项措施，积极维护新就业群体
劳动者权益。同时，积极引导新就业
群体发挥好走街串巷、工作机动性强
的职业优势，融入城市发展，参与基
层治理，真正把“红色驿站”打造成
党群共建共享的新平台、为民便民的
直通车、基层治理的微阵地。

海东400余名工会干部

参加巡回培训

周全中：三尺讲台满是爱

榜样的榜样的 力量

民和首批新就业群体“红色驿站”投用

本报讯 （记者 邓成财） 6 月 30
日，民建青海省委来我市围绕“凝心
铸魂强根基、团结奋进新征程”开展
主题教育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民
建青海省委主委王舰参加并讲话，市
政协副主席、民建海东总支主委焦环
玉主持会议。

调研组一行实地参观了青海农林
牧商品交易中心、青海硒域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听取了各支部工作开展情
况，部分会员代表结合自身实际工作
作了交流发言。调研组对海东总支及
各支部在加强自身建设、履行参政职

能，服务社会民生、参与公益事业、
践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和鞭策。

调研组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
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央和
省委、市委统战工作会议精神，持续
在全面学习上下真功、全面把握上求
真理、全面落实上见真章，团结引领
广大会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
夯实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确保统一战线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
方向前进。要牢记“国之大者”和

“省之要者”，聚焦聚力产业“四地”
和“五个新海东”建设，把服务与落
实结合起来，把发展所需、大局所在
与统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会员
和会员企业最大限度地把各方面资源
力量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利用起
来，在“六个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
展现更大作为。要围绕党委政府所需
和企业发展瓶颈难题，走进企业，深

入田间地头，身挨身坐、心贴心聊，
把调查研究做深做实，提出更多金点
子、好点子、新点子，不断擦亮参政
议政和社会服务品牌，为本地区、本
部门、本行业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要把开展“凝心铸魂强根基、团结奋
进新征程”主题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政
治任务，海东总支及各支部要切实承
担起责任，确保组织到位、措施到
位、落实到位，把主题教育中焕发的
热情转化为强大动力，为奋力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青海新篇章贡献力
量。

民建青海省委来我市开展主题教育专题调研

本报讯（实习记者 陶成录） 6月
30日，为更好地激励离退休老干部传
承优良传统，赓续精神血脉，充分发
挥广大离退休干部政治优势、经验优
势、威望优势，不断凝聚老干部的智
慧和力量，海东市委老干部局组织离
退休老干部赴海东市河湟新区、平安
区、乐都区开展主题为“银发颂党
恩”的主题党日活动。

在河湟新区，离退休老干部在讲
解员的带领下，到青绣数字化总部经
济和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参观
了河湟刺绣、湟源皮绣、土族盘绣、
纹绣家具饰品等相关产品展区和特色

农特商品展销区。大家饶有兴致地倾
听着基地对青海各民族刺绣产品研
发、技能培训、展示展销、大数据、
企业联盟的内容，还观看了绣娘在线
制作和直播带货。

在平安区中心广场，市委老干部
局为“光荣在党 50年”老党员颁发了
纪念章，并观看了老干部艺术团文艺
演出，离退休老干部们一起合唱了歌
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随
后，离退休老干部到乐都区参观海东
市河湟文化博物馆，从柳湾彩陶到河
湟古道、从喇家遗址到河湟筑梦，老
干部们在各展厅认真观看河湟地区在

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留下的各类珍贵的
石器、玉器、骨器、陶器、瓷器、金
器、纺织品等文物，深刻地感受了河
湟地区厚重绚丽的悠久历史和多元一
体的灿烂文化，大家对古人先辈们的
创造智慧、高超技艺和与大自然的顽
强斗争精神发出了惊讶和崇敬的感
叹。

近年来，海东市生态环境稳步向
好、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三次产业提
质增效、发展活力不断增强、民生福
祉持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
项事业取得了新发展新进步。在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进程

中，广大离退休老干部始终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充分发挥见识广、阅历深、威
望高的优势，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海东各项事业贡献了银发力
量。

有着 50年党龄的离退休老干部丁
怀福告诉记者，作为一名老党员，将
继续坚守初心、不改本色，把牢政治
方向、涵养政治风骨、保持政治定
力，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力所
能及地为“五个新海东”建设献计献
力、发光发热。

我市组织老干部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