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郑书翰 报道)5月2日,我国
著名中医学者、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龙江医学流派传承工作室负
责人、龙江学者特聘教授、龙江
医派研究会会长姜德友，到我市
卫健委设办的滨州黄河中医药
文化研究工作专班和《滨州黄河
中医药》杂志编辑部,进行学术
交流并指导工作。

据 悉 , 姜 德 友 系 黑 龙 江 中
医药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
师,历任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基
础医学院院长、黑龙江中医药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近年
来,他将黑龙江省中医药历史
沿革、文化特色、学术成就、临
证经验作了系统梳理,创建了
龙江医派研究会,编著《龙江医
派研究丛书》,成为国内地域性
中医学术流派研究的主要开拓
者之一。

姜德友此行的动力获益于
其学生郑书翰向其介绍滨州市
卫健委创刊的《滨州黄河中医

药》杂志,并因此对我市梳理黄
河三角洲地区的中医药历史文
化，与学术经验方面的相关成绩
产生了浓厚兴趣。

姜德友听取了我市近年来
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工作中
取得的成绩,及黄河三角洲地区
中医药历史文化的发展源流、学
术经验介绍。

姜德友表示,滨州市卫健委
为研究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医学
文化，专门组织专家设立工作专
班、创刊《滨州黄河中医药》杂
志、深入挖掘民间中医药特色疗
法,并将中医学的历史成就与现
代医疗服务结合起来,在全国范
围内也属于开创性的工作。他
为滨州市卫健委的中医药工作
点赞。

座谈结束,姜德友将其近期
主编出版的《龙江医派学术经验
选讲》《龙江医派学术与文化》两
书赠予工作专班，并到《滨州黄
河中医药》杂志编辑部参观指导
工作。

著名中医学者姜德友
来我市进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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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是退海之地，哪有什么重
要的历史遗存、文物遗迹？更无古

可考！”即便建好了博物馆，即便
作了诸多宣传，但仍有些外地人，

甚至部分滨州人还存在上述误解、
疑问。对此，滨州市博物馆研究馆
员张卡所著的《滨州出土文物发现
与研究》，摆出了详实的文物、文献、

数据等资料，破除了滨州无历史遗
存、文物遗迹的臆想，深描了滨州历
史文化的大框架。

最早的滨州史前人类出现在
哪？黄河泛滥、黄土淤积下究竟埋
藏了多少宝贝？滨州渔盐对国家历

史究竟有何影响？滨州历史上有几
次文化大繁荣？滨州市博物馆有哪
些镇馆之宝……

上述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滨
州出土文物发现与研究》一书中一
探究竟。

本书简介：“滨州市博物馆学术文库”之一，山东大学出版社于 2022 年 9 月发行第一版。该
书是我市从文物角度研究历史的拓荒之作、探源之作、增信之作和典范之作。

作者简介：张卡，滨州市博物馆研究馆员，市政协委员。199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考古系。先后被聘为市政协首批特聘文史专家及文化文史专员，山东航空学院人文学院理
事、特聘教授，滨州市政府新型智库专家库成员，滨州十佳文化英才，山东省文化、旅游、文物科
技专家库专家，山东省考古学会理事，山东省博物馆学会理事，山东省文物修复与鉴定中心文物
鉴定专家等。

                          书书  架架  州州滨

该书指出，天下“四渎”滨州独占其二

该书中，解答了诸多有趣、有滋
味的好问题。

譬如，最早的滨州人出现在哪？
据该书介绍，是在邹平山前丘

陵地带，孙家遗址是滨州发现最早
的古人类遗址，属后李文化范畴，距
今大概 8500 余年。那时，先民既狩
猎，又有原始农业，他们的房屋面积
较大，大的甚至超过 50 平方米。有
了原始手工业门类，主要有制陶、制

石和制骨、制蚌业。当时，贫富分化
尚不明显，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人
们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再如，滨州地区第一次文化大
繁荣时期是何时？

该书介绍，距今约 4600 年——
4000 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相关遗址
发现 34 处，且面积较大，说明人口
持续增加，活动区域有了较大扩展，
以蛋壳陶为代表的陶器制作技术达

到了历史顶峰。礼器的出现、文明
的发展、龙山城址的发现，尤其是龙
山文化刻字陶文的发现，都是这一
时期滨州地区第一次文化大繁荣的
明证。

第二次文化大繁荣时期则是在
商代，原因是商人要在这片土地上
获取战略物资——食盐。随着商移
民的东进，让滨州境内聚落遗址骤
然增多。商周时期，滨州盐业遗址

特别多，比如杨家盐业遗址群、侯家
遗址等。

书中，此类滨州最早、滨州第一
次的线索还有很多，作者将其逐一
梳理出来，同时细数了滨州馆藏珍
贵文物，从而让读者在趣味探寻中
对滨州历史有了系统的认识。

篇幅有限，本文对该书的精彩
之处不能一一道来。有兴趣的读
者，可到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借阅。

如果有一本书，可以让你足不
出户全方位了解滨州的历史文化，
何其珍贵；如果说有一本书，可以让
你触及滨州的“三星堆”，何其有幸。

《滨州出土文物发现与研究》，正是
这样一本书。

退海之地、黄河淤积，究竟是好
事还是坏事？

作者张卡认为，这种历史地理

更有效保护了文物遗存。各类古代
遗址大多被黄沙埋藏于地下较深之
处，而滨州地下水位又相对较高，所
以暴露于外的遗址看起来相对较
少，反倒使当地的文物遗存更好地
封存于地下。

诚然，滨州历史遗存丰厚，李文
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
化遗址等先后被发现，史前文化发

展序列极为清晰。武圣孙子、《尚
书》再造伏生、孝子董永、唐画之祖
展子虔、北宋名相范仲淹、咸丰帝师
杜受田、金文大家吴式芬等曾在滨
州出生或成长。滨州市博物馆藏众
多，不仅有佛教造像、碑碣、墓志、石
刻，还有陶瓷、玉石、字画、碑拓、古
籍和青铜器。

该书认为，滨州因水而生，伴

水而兴，北有黄河、南有济水，天下
“四渎”滨州独占其二。因为临河
靠海、古盐业历史雄厚，滨州是中
原 王 朝 最 早 接 触 海 洋 的 地 方 ，也
是中原王朝最早的海洋经济起源
之 地 。 而 如 此 独 特 的 地 理 位 置 ，
造 就 了 其 独 特 的 文 化 遗 产、文 物
遗存。

填补了黄河三角洲地区出土文物研究的空白

《滨州出土文物发现与研究》是
多年来滨州考古积累而成的硕果。
尤其近年来，滨州在考古发掘和项
目施工中屡有重大收获。如 1991
年，山东大学考古系师生在邹平丁
公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城址和刻字
陶文，前者被评为“1991年中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后者比甲骨文早了
800余年；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大量

铜石造像，且多有铭文题记，被称为
“中国佛教考古的重大收获”；滨城
兰家遗址、惠民大郭遗址等众多遗
址，都出土有精美的青铜器，证明其
为当时中原王朝管理渤海盐业生产
的重要机构。

山东大学博物馆原馆长、山东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于海广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在学

术层面看，该书很有价值。一是填
补了黄河三角洲地区出土文物研究
的空白，二为黄河三角洲地区出土
文物的研究增添了新视角、开拓了
新方向。其三，该书利用考古学研
究方法，并结合历史文献学、社会
学、民族学、艺术学、文化人类学、自
然科学等材料，进行系统研究，具有
学术前瞻性。再就是，张卡对专业

内容尽可能地通俗化表述，对诸多
问题有了深入浅出、合情合理的解
答，让更多读者看得懂、读得进去。

借古喻今，取传统之精髓，为当
今输送古文化中的正能量，是《滨州
出土文物发现与研究》的另一追求。
如书中谈及战国时代的陈仲子鄙视
贿赂、倡导自律的品格，深入分析滨
州盐业对当地经济的推动等。

张卡《滨州出土文物发现与研究》：

深描临河靠海的滨州文脉
精绘星光灿烂的历史星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宋敏敏

诸多的滨州最早、滨州第一次被梳理出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春 报道）近日，在江西德安
举行的“戏剧中国”2023 年年度
人物颁发礼上，我市编剧臧宝
荣 被 中 国 戏 剧 文 学 学 会 授 予

“戏剧中国”2023 年度人物荣誉
称号。

臧宝荣是我市重点培养人
才骨干，现为滨州市艺术创作
研究所所长、滨州市戏剧家协
会主席、山东省戏剧家协会副
主席。2024 年被授予“山东省
三 八 红 旗 手 ”荣 誉 称 号 ，曾 获
2023 年度渤海英才·杰出贡献
专家，2022 年度渤海英才·十佳
专业技术带头人，2016 年度滨
州市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

员，2014 年度滨州市巾帼建功
标兵等荣誉。

据悉，“戏剧中国”2023 年
度人物奖项由中国戏剧文学学
会设立，旨在表彰对戏剧创作
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经
过严格的筛选和评审，全国共
有 7 人获此殊荣。该荣誉的获
得 又 一 次 体 现 了 滨 州 市 近 年
来 在 文 艺 人 才 培 养 方 面 取 得
的 显 著 成 效 。

其 间 ，臧宝荣受邀参加了
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第七届全国
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会议、中
国非遗戏曲博览园艺术与产业
献言会、建言新时代戏剧发展·
第九届全国戏剧文学研讨会。

臧宝荣获“戏剧中国”
2023年度人物称号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静 通 讯 员 张 同 生 钟 彦 明 
任增凯 报道）近 日 ，全 市 小 麦

“ 一 喷 三 防 ”工 作 启 动 仪 式 暨
“万人下乡·稳粮保供”农技服
务走进滨城活动举行。活动旨
在全面贯彻落实全省小麦“一
喷三防”暨重大病虫害防控工
作视频会议精神，扎实推进我
市粮食单产提升“0543”工程，
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当前，我市从南到北小麦陆
续进入抽穗扬花期，这个时期是
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病
虫害高发和防控的重要时期。
实施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是
当前有效预防控制多种病虫集
中危害，促进小麦稳产增产最经

济、最有效的措施。我市积极行
动、多措并举，迅速掀起小麦“一
喷三防”工作的高潮，确保夏粮
丰收、单产提升。同时，要求各
地组织好农技人员积极开展“万
人下乡·稳粮保供”农技服务小
麦重大病虫防控专项行动，指导
广大种植户进行科学防治，全力
夺取夏粮丰收。各县市区将对
照防控任务目标，聚焦“人、财、
物、技、管”五大要素，持续抓好
小麦病虫害关键措施落实，查找
问题不足，补齐短板弱项，确保
防控工作顺利有效。

与会人员观摩了无人机飞
防现场；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有
关农技专家对农户进行了技术
指导。

滨州全面启动小麦病虫害
“一喷三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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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 州 日 报/滨 州 网 滨 城 讯 
（通讯员 部振忠 荆宏阳卉 报道）
5 月 1 日上午 10 时许，位于滨城
区黄河一路、渤海七路与渤海八
路之间的一条源水管线突发爆
管，导致供水范围内水压降低，
供水不足。

水情就是命令。面对这一
突发情况，山东黎滨水务有限公
司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合理调配供水。同时，第一
时间组织专业抢修队伍奔赴现
场，调动挖掘机、铲土机等重型
机械，展开排查抢修工作。

“早一秒止水，就少一些损

失；早一分钟完成抢修，就早一
点降低居民用水影响。”抢修现
场，施工人员密切合作，挖掘机、
铲土机不停运转，各项抢修工作
紧张有序进行。

经过连夜排查，2 日凌晨 2
时确定受损的供水管道位置。
该漏损管线为 1981 年—1982 年
建设的灰口铸铁管。随即，工作
人员立刻开始更换漏损管线、安
装应急配件，为管道加装“防护
衣”等一系列工序。凌晨 4 时 50
分，经过工作人员18个小时的不
懈努力，逐步恢复了正常水压供
水，保证了居民假期稳定用水。

彻夜鏖战18小时保供水

滨 州 日 报/滨 州 网 讯 ( 记 者 
朱瑞文 通讯员 杨倩倩 报道）近
日，2024山东省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大会开幕。山东滨盛文旅
集团联手三湘印象，推出“印象
孙武”（拟）大型实景文旅演艺。

据悉，“印象孙武”（拟）大型
实景文旅演艺的签订，是滨盛文
旅蒲湖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向
滨州乃至山东省独具代表的沉

浸式孙子文化生态旅游度假区
迈进的一大步，更是山东滨盛文
旅集团夯实主责主业，打造滨州
文旅品牌，促进滨州文旅经济可
持续发展工作的一大步。山东
滨盛文旅集团将坚定不移地扛
牢滨州文旅发展大旗，打响滨州
特色孙子文化、黄河文化和红色
文化三大文化品牌，打造一流文
旅产业。

以演艺精品激活历史文化

滨州将推出“印象孙武”（拟）
大型实景文旅演艺

近日，博兴县第五中学开
展了“放飞青春向未来”为主
题的学生书画摄影作品展。

此次展览共展出学生近期
创作的书法、绘画、衍纸、摄影等
优秀作品一百多幅。一幅幅书
画摄影作品以多样的表现形式、
多元的艺术语言，诠释了同学们
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领悟。

今后,该校将继续巩固艺
术教育特色,不断提高教师专
业素养,进一步优化校园美育
环境,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魏金星 祁雪莹 摄影）

激活校园美育激活校园美育  丰富校园生活丰富校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