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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通讯员 何慧芳

记者近日从市文物局获悉，我市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简称“四普”）实地调查进入关键阶段，

各地新发现持续增加。

文物普查是全面摸清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情

况，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四普”全面启动以来，我市各县区文物工作者奋

战一线，对登记在册的所有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实

地复查，同时梳理2012年以来考古发掘、区域专

项调查及面向社会征集等方面的新线索，发现了

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

位于偃师区大口镇南寨村的南寨采石场遗

址，原为一现代采石场，2015年在采石过程中发

现一件半成品石刻，后经专家鉴定该石刻为东汉

时期文物，有较高的科研与历史价值。随后的调

查工作发现，该区域有大面积汉代采石痕迹及石

刻残件，该遗址为研究汉代手工业、采石科技、丧

葬礼俗等提供了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科学

价值。

位于孟津区的小浪底建设纪念碑，于2001年

11月竣工，为纪念黄河流域伟大的水利工程小浪

底水利枢纽而设立。该碑不仅是对工程建设者辛

勤付出和历史贡献的记录，也是对黄河文化及水

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它鼓励着人们继续发扬艰苦

奋斗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努力。

位于嵩县九皋镇石场村的柴家保安楼，是清

末时期柴姓人家为防盗、防匪兴建的大型石木结

构民居。该建筑上下两层，有防火池、储物室、卧

室、厨房、牲口房、粮仓、弹药库和地下排水系统等

完备设施，经过历代修葺，现保留上房、偏房和地

下室共23间房屋，为研究洛阳地区民间古建筑的

历史发展提供了材料。

…………

截至目前，我市已复查不可移动文物7662

处，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293处。从分布上看，偃

师区、孟津区、嵩县实地调查并登记新发现不可移

动文物数量较多；从类型上看，古建筑、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石窟寺及石刻、古文化遗址

数量居多。

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四

普”实地调查将再接再厉，深入挖掘文物线索，确

保全面核查不漏一处，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

信，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奠定良好

基础。

我市“四普”实地调查进入关键阶段

已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293处

□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 通讯员 郑
占波 杜小伟 文/图

近日，在孟津区送庄镇送庄社区

多彩农场，市民杨先生忙着在自家“认

领”的小菜园里劳作，体验农耕乐趣。

这正是送庄镇创新推出的“我家菜园”

农文旅融合项目。

在菜园内，萝卜、白菜、青菜等时

令蔬菜长势喜人。每块小菜园前，都

设置有造型别致、规格统一的标识牌，

上面可标明园主姓名、“认领”时间等

信息。“除草、浇水，看着小菜园里的蔬

菜一天天长大，特别有成就感。”杨先

生说。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

和关键。送庄镇创新农业经营模式，

把当地交通方便、紧靠干道的耕地打

造成“我家菜园”项目。市民与农场签

订租赁合约，“认领”地块进行耕种，农

场免费提供劳动工具、滴灌浇水、蔬菜

种子和管理技术指导等。该项目既能

让市民体验农耕乐趣，又可带动周边

民宿、旅游产业发展，拓宽群众增收

渠道。

送庄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他们将因地制宜试点打造“我家果园”

“我家农庄”系列项目，以农文旅融合

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

小菜园
“蔬”写好“丰”景

等待“认领”的小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