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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的济阳足迹—玉皇冢新石器时代的济阳足迹—玉皇冢、、邝冢文化遗址邝冢文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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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区博物馆济阳区博物馆

骨针，用动物肢骨加工而成，用于缝制衣服，亦用于医疗（早期
针灸的萌芽）。

蚌镰，用蚌壳磨制的镰刀，用于收割谷物。
骨铲，用动物的骨头制作的手工工具，古老的挖土工具。
蚌鱼钩，渔猎工具，用于捕鱼，属于国家二级文物。
鹿角，采集工具，为柄部的段及穿孔凹槽都是为了方便绑缚于

棍棒上进行采集或是绷线的纺织工具等。

邝冢遗址，位于太平街道邝家村西南400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中心为高台
地，最高处高于周围地表4米，东西宽122米、南北长138米。1973年夏，考古人员在此
试掘探沟1条，出土了龙山、商周、春秋、战国、秦汉等时期遗物，有灰陶三足盘（残）、商
代蚌质鱼钩、浅褐陶器之凿形足及石铲、石刀等，主体为龙山文化遗址。

经过专家考证，以上两处遗址存在4300年前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期间，是典型的
农业文明遗址，那时北方的主要农作物栗已经开始普及种植，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
兼有一些骨器，但经古人在生产生活不断改进技术，产生了大量精美农业和狩猎工具。

今天给大家介绍咱们济阳地区原始社会两个文化遗址：玉皇冢遗址、邝冢遗址。
玉皇冢遗址又名玉皇寺遗址，位于我区济阳街道店子村南250米处。据《济阳县

志》记载，明代曾两次在冢上修建玉皇寺，故名“玉皇冢遗址”。1977年12月23日被列为
山东省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玉皇冢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一直延续至汉代的遗址。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文
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分布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
北达渤海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基本处于汉族先民首领少昊氏的统治地区，为龙山
文化的源头。玉皇冢遗址呈冢子状，为一隆起的高地，东西长77米，南北宽64米，面积
4928平方米。从采集的标本看，遗址延续时间较长，有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类型的红陶
钵口沿、红陶鼎足及彩陶残片；龙山文化的石刀、石镰、蚌刀、骨镞及磨光黑陶残片；商周
时期的夹砂灰陶鬲足；汉代砖瓦残片以及为数不少的鹿角、骨角矛等。这些遗存足以证
明我们济阳这片土地自五千年前就是古代人类居住较长、狩猎发达的地方，是鲁北地区
罕见的早期遗址之一。

大家欣赏珍藏在济阳博物馆的部分大汶口文化时期文物。
石锛，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用于加工木料或制成各种器具。
骨矛，投刺猎具，杀伤力大，是常用的狩猎工具。
骨镞，骨制的箭头，锋长而粗壮，锋端尖锐，铤部加工成斜面，以便绑扎箭杆，因损

耗大，故遗址出土此类文物的数量较多，是常用的狩猎工具。
骨簪，固定发式或美发的用品，可见当时的人们十分重视梳理头发，并流行梳髻。

济阳博物馆珍藏济阳博物馆珍藏55块商周卜骨块商周卜骨
卜骨是古代先民占卜用的兽骨。这种用

兽骨加工成的卜骨一般多选用羊、猪、牛与鹿
的肩胛骨为材料。古代巫师在选好的兽骨面
上进行火灼、钻、凿等方法后通过观察骨头出
现的灼痕裂纹形态，以此来判断事物的吉凶
祸福。

卜骨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盛行于商代。
由于地理环境、气候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全国
各地出土的卜骨材料不尽相同，但钻凿灼等
形态方面都较为相似。根据近几年的考古发
现，中国共有二十四个地点出土过卜骨，最早
的可靠卜骨发现于内蒙古富河沟门遗址，最

晚的发现于西周中期，出土最多的是在河南
殷墟。济阳刘台子遗址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出
土过卜骨的遗址之一，这对研究商周时期济
阳地区古代文明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济阳博物馆珍藏 5 块商周时期的卜骨，
这是体积最大的也是最为完整的一块。它诞
生于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长25.1cm，
宽 19.7cm，厚 0.2-1.1cm 不等，重量 196.65g。
那个年代是巫术和占卜盛行的时代，它能上
传“天意”，下达“人意”，沟通天人。帝王用它
来卜问吉凶，判断祸福，与天神对话，让庶民
敬仰，权可倾天！

这是一片牛肩胛骨，仔细观察会发现在
其背面刻有两个象形文字（待释读）。根据史
料记载，商代的甲骨文就是在占卜时或为记
述占卜内容和结果而在卜骨上刻下的文字。
它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较为成熟完整的古

代文字体系，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可是在骨头上刻字绝非易事，
小字要用单刀法，大字要用双刀法，宽笔字要
用复刀法，粗糙的刀迹透漏着历史文化的神
秘和技法的神韵。由于占卜师祖祖辈辈都从
事此项工作，这项在骨头上刻字的技艺经过
长期演化促成了甲骨文成为中国文字艺术的
源头，影响至今。

如今，在济阳博物馆刘台文物展厅陈列
着的这件来自3000年前制造的卜骨，正静静
地躺在展柜里供人观赏，数千年已过，它已早
早的失去了天人感应的功能。然而，透过它
特有的光环，那自带千年历史痕迹的光芒与
你相逢。惊奇之余，以骨为介方提笔，轮回几
世风雨淋漓。几片骨头机缘切合凑在一块，
成了历史的见证者，等待今天的人们一一解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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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而开工济滨高铁、开工通向济阳的
有轨电车，这是市委、市政府支持济阳向高质量
中心城区转型的重大举措！

交通瓶颈，一直是制约济阳发展的重要因
素。而随着近年来济南携河发展战略的深入推
进，随着以“三桥一隧”为代表的一大批跨河通道
的即将建成，随着济滨高铁、有轨电车项目、济南
大北环等重点项目的开工建设，济阳发展的交通
瓶颈将会被彻底打破，济阳将迎来与济南市中心
的“零距离对接”！

●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推进先行区建
设全面破题起势。把先行区作为国家战略实施
的重要支点……举全市之力推进先行区建设，用
好用活改革权、试验权、先行权，在产业发展、科
技创新、绿色发展、安全保障、体制机制等方面推
出一批首创性改革经验。建立健全省市一体化
推进机制，凝聚形成工作合力。

记者阐释：2020年，济南市将进一步加强对
先行区的支持力度，提出“举全市之力推进先行
区建设”，作为先行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济阳，将面
临着更多的发展利好。济阳是先行区的东翼，是
先行区的四大城市组团之一，是全市携河北跨的
重要承载地。借力诸多优势，济阳正在谋划邀请
高端机构和专家，策划设计重大城市发展概念，
向高质量中心城区的发展目标大步迈进！

●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强力推进拆违
拆临、建绿透绿；积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农业、加
快打造美丽乡村、持续深化农村改革”

记者阐释：区委书记吕灿华在2020年全区
三级干部大会暨“集中攻坚年”动员大会上提出，

“我们要建设北部新区，新区就要有新区的样
子。要强力推进拆违拆临，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根治私搭乱建等城市顽疾，真正拆出空间、拆出
正义、拆出秩序。”

拆违拆临工作始终保持思想不松、标准不
降、力度不减，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突出“问、
快、严、硬、民”五字诀，强力推进拆违拆临。2019
年，完成违法建设拆除230余万平方米，完成建
绿透绿8万余平方米，超额完成指标任务。

下一步，我区将坚定不移推进乡村振兴，以
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推动产业振兴，加快现代
都市农业发展，突出抓好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
设、田园综合体招商，实现三产融合发展新突破；
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推动生态振兴，加强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扩大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试点，巩固提升环卫一体化成果；加快美丽乡村
建设，建成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村10个、美丽乡村
示范村10个，打造宜业宜居的美好家园。

●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务实推进开发

区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推行“管委会+”管理体
制，加快剥离社会事务和开发运营职能，引导开
发区回归本源、聚焦主业、重塑活力”

记者阐释：我区坚决按照上级部署要求，
持续推进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聚焦主责主
业，管理运行体制机制更加精简高效，实行“党
工委（管委会）+”管理运行模式，创新形成

“211”工作机制。改革选人用人机制，推行全
员聘任制，按照“全体起立、重新上岗、择优选
配、统筹安排”的原则，打破身份界限，选优配
强开发区工作人员。优化薪酬制度体系，开发
区建立包括领导班子成员在内的全员KPI绩效
考核评价体系，绩效考核导向作用更加突显。
济北开发区现已按照区委、区政府2020年度目
标任务分解到各局室，重点关注亩均效益、集
约用地、项目建设、人才引进、营商环境等差异
化评价指标，让工作业绩、薪酬水平与绩效考
核挂钩常态化。

●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突出高端高效
产业发展方向，培育壮大新制造、新科技、新服
务、新消费‘四新产业’；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
能，大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安全、信息通
信等重点领域，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记者阐释：2019年以来，我区把“双招双引”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牢固树立“项目

为王”理念，一大批大项目、好项目、高科技项目
相继签约落户，济阳，正在打造济南市的“硅
谷”！

2019 年 4 月 4 日，“新旧动能转换·济南济
阳‘双招双引’推介会”在北京举办，共签约 10
个项目，总投资额达 292.1 亿元，涵盖智能制造
产业、生物科技、现代农业、科技转化平台、产
业基金及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实现了多业态集
聚，填补了产业空白；2019 年 7 月 10 日，“新动
能·新济阳‘双招双引’推介会（长三角站）”在
上海举办，签约旺旺膨化饼干项目、统一烘焙
项目、康师傅热饮生产线项目、陕西恒通智能
机器有限公司快速制造产业港项目、绿地（济
南）全球商品贸易运营中心项目、中航百慕新
材料产业园项目、济北智慧家居产业园项目及
济阳区黄河新动能母基金项目。八个项目总
投资额 158.7 亿元，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产
业基金等领域，多业态并发……2019 年共签约
57个项目，合同额1230亿元……这些优异成绩
的取得，使我区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传统产业
提档升级，新兴产业加快集聚，全区经济实现
了快速健康发展。

今年，我区将紧紧牵住新旧动能转换这个
“牛鼻子”，在做大做强优势产业的同时，研究布
局文旅、康养、半导体、大数据等新兴前沿产业，

着力打造食品饮料、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及配
件生产、医药化工、半导体、大数据、现代物流、总
部经济等若干个百亿级产业集群。按照“布局集
中、用地集约、产业集聚”的原则，实施“亩均效
益”综合评价改革，加快“两城六园”等特色园区
规划建设，做强做精生命科技产业园、达沃智慧
产业园、山东数据湖（易华录）产业园、少海汇智
慧住居产业园、智造小镇、连城数码港等“区中
园”，引导同类型企业向园区集中，打造一批特色
产业集聚区。

●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全面提升城市
文化软实力，加强历史遗迹保护修复，延续城市
文脉，留住城市记忆”

记者阐释：2019 年是济阳文化旅游工作取
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这些成果的取得使济阳具
有了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底气和资本。三
官庙汉代古墓群是我区2019年文物考古发掘的
重要成果，这是我区第三次发现的大型画像石
墓，也是济南地区发现的最大的双墓道汉代画像
石墓，在全国引起轰动，中央电视台曾专门制作
5集专题片播出；刘子台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济阳第一次拥有了“国宝”级的文化
遗址。今年，我区将在做好古村落、古街区、古树
木等普查保护的基础上，推进三官庙汉墓文物保
护和卢氏旧居四期修缮。 （王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