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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出土于浙江浦江上山遗址
的一粒“万年稻米”。它长逾3.7毫
米、宽近1.7毫米、厚约1.7毫米，是稻
作文化起源的实物见证。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水下考古发
现的体量最大的木质沉船——在长
江口横沙水域打捞出水的“长江口二
号”。古船残长38.1米，是海上丝绸
之路的重要实证。

地处长江下游的长江三角洲地
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
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同
时，这片区域也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长三角探
寻中华文明“根脉”，近年来公布的一
个个重大考古发现给世人以不断的
惊喜和启迪。

5000年前良渚水利开发
程度远超想象

从2020年起至2023年，距今约
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
又相继发现了约20条水坝遗址。浙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

任、研究员王宁远说，5000年前，良
渚周边水利系统极为复杂，当地的水
利开发程度远超想象，这为全面认识
良渚水利系统的完整结构提供了重
要线索。

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省级
考古机构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在国
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开展了“考古中
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的
课题。良渚遗址聚落考古研究是这
一课题的重点内容。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
究员方向明说，除了新发现水坝遗址
之外，考古工作廓清了良渚遗址群经
历的三个发展阶段。这反映了良渚
人群的聚落管理和城市营建理念、信
仰体系不断成熟的演进过程，显示出
良渚文化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文明起
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磨盘山遗址文化堆积持续
近4000年

在“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中，安徽省郎溪县磨盘山遗址榜上

有名。这处遗址同样列入“考古中国”
的上述课题，至今仍在发掘中，发现了
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
钱山漾文化至夏、商、西周－春秋时期
的连续文化堆积。它延续时间长，谱
系完整，是长江下游地区少有的持续
近4000年的中心性聚落。

考古项目负责人、南京大学历史
学院副教授赵东升表示，这一遗址同
样对于探究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
复杂化、文明化进程，青铜时代的中
原化进程，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演进方式具有重要价值。

寺墩遗址反映了太湖地区
史前社会最终迈向早期国家形
态的过程

与前两处遗址同属“考古中国”
相关课题的，还有位于江苏省常州市
天宁区的寺墩遗址。它与良渚古城
遗址年龄“相仿”，是一处距今5500
年至4500年的中心聚落遗址，以崧
泽－良渚文化遗存为主体。

从2019年以来，寺墩遗址考古

发现了崧泽时期的墓葬区、干栏式建
筑、水井等大量遗址，以及良渚时期
以圆形土墩为中心，有10余处台地
和双重水系环绕的聚落形态。南京
博物院副研究员于成龙说，这处遗址
的变迁，生动反映了太湖地区史前社
会最终迈向早期国家形态的过程。

“长江下游早期文明为中华文明
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涉及水稻栽
培、独木舟制作、犁耕技术、玉礼器和
瓷器制作等多个方面。”著名考古学
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曾
表示，从现有考古成果看，长江下游
文明化进程奠基于约1万年前；像良
渚发明的玉礼器系统，经过夏商王朝
的吸收，向周围进行了又一次强力的
辐射和传播。

长三角地区“向东是大海”
长江奔流入东海，长三角地区

“向东是大海”的文化基因在考古中
也一再得到印证。位于浙江省余姚
市的井头山遗址是我国沿海地区埋
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
井头山遗址考古领队、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说，考古证
明，早在8000年前，先民就开始适应
海洋、利用海洋了，体现出了高超的
智慧、能力和技术。

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之一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在
2023年又有新发现，新发现的一座
古码头遗迹和一艘古代沉船进一步
见证了这座海上丝绸之路古港的昔
日繁华。而“长江口二号”古船已在
黄浦江畔的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
接受考古发掘和文物整体保护。它
犹如记录长江黄金水道和海上丝绸
之路繁荣景象的一枚“时间胶囊”，将
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 （据新华社）

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内展出的“万年稻米”。 “奋力”轮“怀抱”古船（无人机照片）。

从1.7毫米到38.1米：

在长三角探寻中华文明“根脉”

近期，一些不法分子套用各类官
方公开信息，打着“国家支持项目”

“国家惠民政策”旗号制作出一批手
机应用（App），在其中编造虚假投资
理财项目，以高收益为诱饵，忽悠不
明真相的群众在App“投资”进而实
施诈骗。

打“国家”旗号的涉诈App
3月中旬，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

了一批涉诈高风险App，包括数个
“一带一路”虚假App、“中国供销合
作社”虚假App、“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虚假App、“中国芯”虚假App、

“中国制造”虚假App等。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案例近年来

不时出现。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人
民检察院去年底公布的一起案例显
示，以巫某某、刘某某为首的犯罪团

伙成立传销组织，无任何实际经营活
动，在宣传过程中将“一带一路”作为
幌子，开发“一带一路”App平台，以

“电力开发”“基础建设”等项目为名，
引诱他人注册App以会员身份投资
虚拟项目获得收益。

该组织以“专家演讲”、线上直
播、微信群等方式进行宣传推广，发
展大量会员。通过设立会员层级，形
成上下级关系，设置产品收益、代理
佣金、团队发展津贴、团队投资奖励
等收益方式。以巫某某、刘某某为首
的团伙利用该App不断发展下线，
会员层级多达36级，累计涉案金额
近亿元。

一些涉诈App甚至盗用国家部
委的名字，借用国家公信力进行诈
骗。这些虚假App有一些较明显的
特征，比如邀请用户注册账号时，要

求填入推荐人邀请码，并利用“内幕
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等话
术，诱骗群众将钱财转给非法账户。

折射App市场乱象多
金融行业也频现“李鬼”App。

今年以来，发布类似金融诈骗风险提
示的基金公司已不下10家，虚假金
融App已成为高发的网络诈骗手
段。

受访专家表示，虚假涉诈App
背后，折射的行业乱象、地下黑产等
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
长胡钢说，尽管目前应用市场的管理
越来越严格、越来越规范，但实际上，
应用市场本身是经营主体，多数应用
市场只进行表面的审查和技术性的
防范，如果申请者提交的App本身

是符合有关技术规范的，没有明显的
木马、病毒等，原则上多数可以通过。

一些公安部门工作人员表示，随
着科技手段不断更新迭代，诈骗分子
利用打包平台、自动化工具批量生成
涉诈App，已形成熟练运作的黑色产
业链。部分分发平台、下载链接处于
失管失控状态，导致电诈黑灰产打不
胜打、涉诈App防不胜防。

赵占领表示，部分涉诈App的
下载渠道可能并非应用市场，而是自
建网站或者小程序等。胡钢说，不少
涉诈App直接一对一精准诱使用户
下载，如通过单独的渠道发送下载链
接等。

多位受访者建议，有关部门针对
涉诈App还需综合施策，加快完善
法律法规、加大监管审核力度、加强
运营的日常监管。 （新华每日电讯）

打“国家”旗号的涉诈App，折射手机应用市场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