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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通讯员 陈志强

记者昨日从市文明办获悉，为广泛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文明、友善、幸福、宜

居的人民城市，我市启动“洛城有爱 暖心有

我”十大文明实践活动。

●义包饺子，爱在身边
在冬至、春节等传统节日，开展“包饺子、

讲传承、话发展、送祝福”等活动，把煮好的饺

子送到辖区独居特困、残疾居民家中，为他们

送去问候和祝福。

●义写春联，福送万家
组织书法志愿者、社区书画能人开展写春

联、送福字活动，开展剪窗花、做花灯等传统文

化活动，将清廉文化和传统文化结合，营造风

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义务送餐，情暖人间
利用乐养居、邻里中心(邻里食堂)开展帮

扶行动，为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上门

和代买生活用品等服务；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

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服务；定期上门开展排查

工作，为老人解决生活困难。

●义诊送暖，健康相伴
举办以冬季养生、疾病预防为主题的健康

宣讲活动，筑牢居民健康屏障；组织社区义诊，

方便居民在家门口看病。

●义拍全家福，与爱同框
在元旦、春节来临之际，联合摄影家协会

等为居民免费拍全家福，定格温馨的团聚时

光，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义餐暖胃，烟火滋味
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

人为生活上缺少照料的困难群体提供公益餐，鼓

励临街早餐经营户为环卫工人提供爱心早餐。

●义务托管，关爱未来
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及邻里中心

等，为中小学生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开设特色

主题课程，为托管的中小学生普及传统习俗、

讲解文化内涵，增进文化认同。

●助农义购，为民解忧
与滞销蔬菜产地对接，组织实施消费帮

扶，为农户提供公益售卖场地，通过微信群等

广泛宣传，开展定向采购，将“菜篮子”送到居

民家门口。

●爱心义剪，互助进步
面向困难群众开展爱心义剪活动，为行动

不便的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上门理发服

务，引导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让爱在社

区里传递。

●暖冬义捐，驱散严寒
组织职能部门、爱心企业等，为外卖员、快

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去棉马甲、棉手

套、棉围巾、棉护膝等物品，引导其提升自身安

全和健康防护意识。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通讯员 梁晨昕 文/图

在“一步一景”的洛邑古城内，有一处不可移

动文物点。这里既有金元时期、明清时期的城墙

遗迹，也有唐宋时期新潭码头的岸基石。不同时

期的遗迹汇聚在一个地方，形成了“一眼望千年”

的独特景观。这一区域就是金元洛阳故城遗址

东南城角。

进入洛邑古城，从文峰塔下向东步行约百

米，能看到一块写有“金元洛阳故城”的省保单位

石碑。石碑旁有一片相对低洼的区域，这里就是

金元洛阳故城遗址东南城角所在地。

沿着古朴的木质栈道进入这片洼地，夯土包

砖的城墙残垣、被称为“马面”的半圆形城墙防御

工事、榫卯结构的大型基石等遗迹陆续进入眼

帘。这些遗迹不仅清晰可见，而且触手可及，让

人仿佛置身于历史的洪流中，与处于“后都城时

代”的金元洛阳城交融。

“2014年，为配合洛邑古城项目建设，考古

人员在老城区东南隅一带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其

间在文峰塔东侧约80米的位置，发现了埋在地

下的城墙、‘马面’等遗迹，掀开了金元洛阳城神

秘面纱的一角。”老城区文物普查二队领队魏磊

鑫说。

考古资料显示，这段城墙遗迹为东西走向，分

为早、晚两期。早期城墙为金元时期的城墙，整体

为夯土结构。晚期城墙是明清时期的城墙，是在

金元夯土城墙的基础上增补和外包砖而来的。

“‘马面’是城墙外侧的防御工事，因外观如

马面而得名，主要有长方形和半圆形两种。金元

洛阳城的‘马面’为半圆形，是在唐宋新潭码头遗

址的淤土层上修筑的。”当年负责老城区东南隅

一带考古发掘工作的市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炬

说，淤土层土质软、稳定性差，为使地基稳固，当

时的人们使用了许多大型石块来加固地基。经

考证，这些大型石块正是唐宋时期新潭码头的岸

基石。

“这些大型石块之间有梯形凹槽相对，凹槽

内以细腰石加固连接，这是榫卯结构利用在城墙

工程上的实例。”王炬说。

城市的发展具有连续性，作为历史文化名

城，洛阳不仅有过辉煌的帝王建都史，在宋元以

来的“后都城时代”，洛阳也走过了独特的发展

历程。

北宋之后，洛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因政

治、军事中心的转移而衰落。金以洛阳为中京，

在隋唐洛阳城东城及里坊区的遗址上筑了一座

新城，是洛阳历史上规模最小的城池，整体面积

大概只抵得上隋唐洛阳城面积的二十分之一。

这座新城历经金、元、明、清、民国，此后大部分城

墙被拆除或被掩埋于地下，而城中的主要街巷和

部分建筑得到保留并沿用至今，奠定了老城区如

今的布局和规模，其中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

布局沿用至今，成为著名的“十字街”。

目前，金元洛阳故城遗址东南城角保护展示

方案已经制作完成。未来，这里有望建起一座以

保护遗迹为主要功能的城墙遗址展示馆，让广大

市民游客近距离接触“后都城时代”的洛阳城市

印记，了解一座古都完整的城市发展史，进而感

受当代洛阳的活力。

“洛城有爱 暖心有我”十大文明实践活动启动

爱意启新篇 暖情润心房

金元洛阳故城遗址东南城角：

夯土、青砖、基石，组成“一眼望千年”独特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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