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金钟 |� �版式 小凯 |� �校对 榛叶
2019.7.12� �星期五看看无无锡锡A04

本报讯 良渚古城遗址
申遗成功， 江阴高城墩遗址
作为目前长江沿岸发现最大
的良渚文化遗址， 同样引起
广泛关注。

“墩” 即高土堆的意思，
江阴史志办的资料显示，
1975 年冬至 1976 年春，江
阴石庄镇（今属璜土镇）高城
墩周围的村民在墩中心建窑
取土制砖。土窑停工后，又由
于村民取土建房， 遗址不断
被蚕食， 如今仅残存北部约
2000 平方米，高度降至 7 米
左右。在此期间，江阴市博物
馆在村民中征集到玉璧、玉
镯和石斧等文物。

1998 年 11 月，南京博物
院考石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
调查钻探。 1999 年 11 月 10
日至 2000 年 6 月，由南京博
物院、无锡市博物馆、江阴市
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
高城墩遗址进行抢救性发
掘。本次发掘面积共 1157 平
方米，发现 14 座大、中型良
渚文化中晚期墓葬， 出土文
物 238 件（组）。最终证明，高
城墩遗址是良渚文化时期又
一座规模大、 有严谨的布局
规划和严格的建筑方法建筑
的高台墓地。

2000 年 4 月 6 日至 8
日，在江阴召开的“江苏江阴

高城墩、 佘城遗址全国考古
研讨会” 上， 考古专家们认
为， 高城墩遗址是一处高等
级的良渚文化墓地， 它丰富
了良渚文化的考古资料，更
重要的是这处“高台墓地”与
周边同类墓地（如寺墩、乌墩
等遗址） 似可成为良渚文化
的另一重要区域， 是这一地
区良渚文化的政治和文化中
心， 由此提出了良渚文化可
能不止一个中心的问题。 同
年 5 月 30 日，国家文物局在
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
高城墩遗址为 1999 年中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

（宋超）

进入暑期， 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秦邦宪故居迎来
参观高峰， 日均客流量达
300 余人次， 团体预约络绎
不绝。但梅雨季里，砖木架构
的古建筑安全隐患也在加
剧。为了保证游客安全，也为
了增强参观的体验度和舒适
度，昨天获悉，秦邦宪故居将
于下周一（15 日）起进入保
养维护及环境完善工程具体
施工阶段， 施工期间暂停开
放。

秦邦宪故居位于无锡城
中师古河上， 今崇宁路 112
号，地处老城中心区域。“故
居在 2005 年 5 月 8 日开馆
之后， 一直没有彻底保养维
护过。”无锡市名人故居文物
管理中心主任陈建强介绍，
当年， 秦邦宪故居里也曾是

“七十二家房客”， 私搭乱建
现象严重。 2002 年，秦邦宪
故居作为名人故居的典型代
表， 升级为省级文保单位。
2003 年， 居民陆续搬迁，故

居修复启动， 进行了一番拆
违筑漏，2004 年底竣工，保
存了传统形式， 延续了城市
文化。但此后的十余年间，限
于经费问题， 对故居只是简
单维修，缺乏全面维护。

秦邦宪（1907-1946），无
锡人， 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
领导人之一、 党的新闻事业
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故居
原为无锡地方名流、 秦邦宪
族叔秦琢如的家宅“既翕
堂”，建于清光绪末年，整组
建筑占地面积 2300 平方米。
1916 年至 1921 年，秦邦宪随
父母居住其中， 在此度过了
他的少年时代， 具有重要纪
念价值。 平日里，故居内大、
小临展不断， 也是基层党组
织热衷开展活动的地点。

除了作为名人故居的意
义， 秦邦宪故居的建筑本身
也具有典型性。它分东、西两
条轴线，西轴线上共七进，每
进面阔三间， 两边有内廊相
通，中间有中廊相连，计有房

屋四十余间。建筑布局完整，
青砖黛瓦，庭院抱厦，马头墙
矗立， 为一组典型的江南民
宅，2013 年升级为“国保”单
位。因为是“国保”，这次全面
维护， 故居请来一级资质的
设计公司和施工单位。 得益
于《无锡市文物保护工作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18-2020
年）》， 此次故居修缮得到了
政府设立的文物保护专项资
金的支持。

陈建强介绍， 按照修旧
如故原则， 此次将对故居屋
面进行全面清理、修补渗漏，
更换腐朽的椽子，修缮破损、
脱落的瓦面、望砖，对木构件
重新油漆，墙面重新粉刷，纠
正变形墙体， 消防给水管线
也要全面开挖。“这是第一次
闭馆大整修。 ”陈建强透露，
故居年均客流量约 10 万人
次，有人喜欢看名人生平，感
受名人成长生活环境； 也有
人喜欢徜徉其间， 欣赏古建
筑。 此次维护工程将持续至
年底， 明年故居重新免费对
外开放， 将以更加光彩的面
貌迎接游客到来。
（晚报记者 张月 / 文、摄）

本报讯“葡萄夏初熟，
颗颗如紫玉。 ”很快又到了
葡萄成熟的时节， 炎炎夏
日， 一串串带着露珠的葡
萄，剥开一颗，晶莹剔透的
果肉， 酸甜可口的滋味，一
下子就能浇灭人一半的暑
意。 一串优质的葡萄，太酸
了或是太甜了都是不合格
的。有着“江南吐鲁番”美誉
的鸿山也许能让你找到美
味又恰到好处的葡萄。

本月 20 日，每年夏天无
锡人的“保留节目”———鸿山
葡萄文化旅游惠民月将再次
开启。据悉，本次鸿山葡萄文
化旅游惠民月以“萄醉鸿山
甜蜜一夏———农旅融合助推
乡村振兴”为主题。

开幕式当天，将有歌舞
表演、有奖互动游戏、抽奖
环节等各种活动吊足你的
胃口，土鸡蛋礼盒、葡萄礼
盒、 葡萄代金券等你来拿；
鸿山遗址博物馆、中华赏石
园、梁鸿湿地公园、钱穆钱
伟长故居、泰伯墓景区在惠
民月期间免费开放；为了方
便市民去鸿山，还安排了葡
萄文化旅游惠民月直通车。

在这里，不仅能吃到好
吃的葡萄，还有惠民月短视
频评选、亲子采摘、葡萄美

食 DIY 等活动等你来参加。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天晚上
在中华赏石园广场还将举
办专场文艺演出，给市民带
来一场视听盛宴。

本次鸿山葡萄文化旅
游惠民月将从 7 月 20 日持
续到 8 月 20 日， 并一如既
往秉承“惠民”传统，让大家
吃得开心、吃得尽兴。 要“惠
民”，优惠券肯定不能少，在
开幕式前 1000 张葡萄代金
券将以两种方式分别发放。
第一种是 7 月 15 日在 9
点、11 点、14 点、16 点，能以
1 元、10 元、18 元的价格抢
购价值为 38 元的葡萄代金
券，每个时点三种券分别发
放，每个账户在整个活动期
间限购 1 张。 第二种是以砍
价方式，初始价格为 38 元，
每一次砍价可以优惠 2 元，
最低可以砍至 4 元购买 38
元葡萄代金券。抢到券后，凭
购买信息， 在开幕式上午
11：30 前可以至现场兑换纸
质券，限惠民月期间使用。想
要抢券的市民朋友可以关注
江南晚报、江南晚报微信、江
南晚报江南易购电商平台留意
相关动态 ， 也可以拨打
81853266、81853597 报名或
咨询。 （张颖）

本报讯 职场人跨市或
跨省调动工作是常有的事，
更换工作后，如何进行社保
转移接续成为焦点。无锡社
保转移接续办理流程如何？
金保工程上线后又将带来
什么变化？日前记者进行了
探访。

“我老家在合肥， 之前
一直在无锡工作参保，今年
准备返乡，该如何办理转移
社保呢？”针对市民提问，人
社部门给出了解答。“办理
社保转出只需三步走”。 据
介绍，参保人员在解除劳动
合同或停缴社保后，第一步
需携带身份证找到就近的
社保中心驻区办事处。第二
步，即可提交材料，申请办
理参保凭证，打印《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和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凭证》。
除了窗口办理，参保人员还
能在一楼办事大厅的社保
自助服务一体机上根据页
面提示， 开具参保缴费凭
证。 更为方便的做法是，登

陆人社局网站自主办理，足
不出户就能搞定。 最后，拿
到参保凭证即可到转入地
的社保经办机构提交转移
申请，等候通知，接下来的
资料寄送和基金划转等问
题，将直接由接收方和转出
方的社保机构对接完成。

社保转出目前可进行
网上办理，转入仍需赴市人
力资源市场三楼的社保关
系转移部进行办理，目前这
也是社保转入的唯一申请
地点。符合条件的人员可携
带身份证、《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缴费凭证》和《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凭证》 进行办
理，社保中心确认参保人在
我市参保缴费后，将对申请
人材料进行审核，转移手续
办结完成后，将通过电话或
短信的形式进行通知。作为
金保工程的一部分，预计今
年年底前，社保关系申请转
入也可省去材料提交环节，
实现网上申请的“不见面办
理”。 （陈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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