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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隅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成交结果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

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我公司于2021年12月21日15：30在林芝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公开挂牌出让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已签订成交确认书，现将成交结果公示如

下： 公示期：2021年12月24日至2022年1月2日

联系电话：察隅县自然资源局 夏海龙 18382655320

日喀则市瑞雪拍卖有限公司 陈瑞元 13908920198

日喀则市瑞雪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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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提升改造项目（招标项目编号：S1407003401000251001），确定001拉

萨市特殊教育学校提升改造项目的中标候选人如下：

一、中标人信息
001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提升改造项目：

中标人：西藏云泰建设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中标价格：7315070.25元
二、其他公告内容
三、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拉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联系方式
招标人：拉萨市教育局

地址：拉萨市城关区林聚路20号

联系人：马继梁

电话：08916323985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西藏同正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拉萨市日月湖水景花园小区北区六排四号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13709001129
电子邮件：/

西藏同正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4日

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提升改造项目项目(1标段)中标结果公告
（招标编号：S1407003401000251001）

鼎口微敛、鼓腹、兽蹄形足，两耳外侧装
饰有两头相对的龙纹，口沿下方装饰一周以
扉棱为底的六组兽面纹……现收藏于北京市
区的首都博物馆，重达40余公斤的“堇鼎”总
是吸引着来往游人驻足观看。

这件北京地区目前出土最大、最重的青
铜礼器，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当年出土时因为体大器重，鼎足深陷淤泥，用
人力根本无法取出，最后只好把绳子拴到鼎
的两个“耳朵”上，墓上面架起滑轮，才把它吊
出水面。

在曾出土过堇鼎的房山琉璃河遗址，考
古人员惊喜地发现，40多年后的再度发掘不
仅有了更多新的考古发现，而且为进一步揭
开古燕国的神秘面纱提供线索。

燕国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的
一个重要诸侯国，为战国七雄之一。琉璃河
遗址是周初燕国的封地所在，也是燕国最早
的都邑，是燕国最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所在。

“琉璃河遗址还是北京悠久建城史的珍
贵物证，它的发现将北京建城的历史推进到
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北京市文物局

考古处处长郭京宁说，琉璃河遗址的再发掘，
正当其时。

2019年起，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等单位，对琉璃河遗址的城址区和墓葬
区开展了考古工作。据介绍，近三年间，琉璃
河遗址发掘西周早期墓葬5座、房址3座、疑似
城外环壕1条，出土铜器、漆器、陶器、海贝、象
牙器、丝织品标本等各类文物100余件。

郭京宁介绍，此次考古勘探采用普遍勘
探、重点勘探、抽样勘探相结合的方式，对遗
址范围有了新认知、遗迹形制有了新发现、聚
落结构有了新认识。考古调查和勘探的成果
体现在《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20年-2035
年)》中，遗址的保护区域范围为17.3平方公
里，远超过此前对遗址的认识。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表示，本次考
古工作为了解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分封制、葬
制及葬俗、早期城址规划等相关问题提供了
众多有价值的学术信息。

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介
绍，曾出土堇鼎、圉簋的大墓这次又出土了带
铭文的铜簋，然而铜簋的器盖和器身铭文不

一致，它的纹饰和圉簋相同，但是器盖和器身
的铭文和圉簋恰好相反。考古人员推测两件
铜簋铭文记载的是同一人，或将为西周的名、
字制度研究提供帮助。

在现场的文物展示台上，新出土的青铜
面具、兽面形铜饰、成组的铜车马器、铜戈等
整齐排列，只见它们纹饰精美、细节丰富。

“这些均为琉璃河遗址首次发现。而这
件铜戈，后面方形的部分镂空，前部是一个三
角圆形，从这种器形推断，有着来自南方的文
化元素，这也说明墓主人的身份绝非一般。”
王晶说。

郭京宁认为，此次出土的青铜器、陶器、
漆器等文物进一步印证了西周时期的宗法制
和分封制。这些器物的形态在周代整个青铜
器整体形态之内，但又有北方地区或者是华
北地区地域性的特点。

“它能够体现周礼对于华北地区的跟踪，
并且体现北京地区由于连接北方和中原在地
理位置上具有的重要性，说明了北京自古以
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地区，凸显了它在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郭京
宁说。

据介绍，新一轮发掘实现了田野考古、科
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的有机融合。自2019年以
来，琉璃河遗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遗址中建立了
地理信息系统，将遥感考古、航空摄影、电法物
探、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统一到大遗址“一张图”
中，并摄像记录了发掘全过程，逐层进行绘图、
摄像、建立三维模型，全面收集信息。

“这意味着，即使100年后，后人们也能
很容易地找到我们发掘的点位，找到已知的
分布点。”郭京宁说，“这张图”将随着考古发
现不断更新。

技术的进步同样有助于文物的现场保护。
例如，对一些漆器、丝织品等有机类的文物，能
够做到现场第一时间提取；针对不同材质遗物，
文保人员能够进行因地制宜的文物保护。

在这一轮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更加注
重器物之间的组合关系以及和环境之间的联
系，这些能为了解西周时期墓葬的下葬过程
和丧礼习俗提供更多纯器物之外的信息。郭
京宁举例说，此次在琉璃河遗址内外发现新
的遗迹形态，确定了两种墓葬类型——居葬
合一和单纯墓地，这加深了考古人员对墓地
结构和族群分布的认识。 （新华社）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22日发布考古新发
现，当地考古人员在山西省霍州市发现始凿
于唐代高武时期的千佛崖摩崖造像及窟前遗
址，为研究盛唐向中后期过渡的造像风格、类
型演变提供了重要史料。

千佛崖摩崖造像及窟前遗址位于霍州市
西南7公里处的汾河东岸山崖上，项目由山西
省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联合发掘，分为窟
前遗址与崖壁造像两部分。

窟前遗址共布设探方20个，造像窟龛的
雕凿非常集中，初步统计共70余龛、约300尊
造像。崖壁上方有一尊高达6米坐佛，为“高
武时期”雕凿而成。本次发现的5尊十一面观
音，别名大光普照观音、密号慈愍金刚，从目

前发现来看，十一面观音形象在中国大量出
现在唐代，武则天时期以后逐渐流行。

此次共发现近20处铭记，经过识读，确定
铭记内容有纪年、地名、人名、官名等几大类
别。其中纪年有开元五年、天宝三载、长庆二年
等；地名有晋阳郡、安边郡、晋州、太原等；官名
有县尉、中书舍人、度支、判官、押衙、副将等。

据考古人员介绍，霍州市千佛崖摩崖
造像及窟前遗址始凿于唐代高武时期，是
山西重要的唐代中型造像群，既有太原天
龙山石窟唐代造像风格，也受洛阳龙门石
窟、关中地区唐代造像风格的影响，为研究
盛唐向中后期过渡的造像风格、类型演变
提供重要材料。 （中新社）

古燕国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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