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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进入

“2023消费提振年”，上海以提振汽

车消费为抓手，拉开了全年促消费

活动的序幕。昨天下午，2023年上

海迎春消费季暨汽车消费嘉年华在

浦东新区东方明珠启动，本市将继

续以“真金白银”的财政补贴和免征

车辆购置税等手段，促进消费市场

回暖，提升汽车消费信心。

汽车、家电、餐饮、家居被称

为消费领域的“四大金刚”。作为

“四大金刚”之一，2022年汽车消费

的表现较为亮眼，也有望在2023

年再创佳绩。为此，市商务委在活

动现场发布汽车各项促消费政

策。包括——

● 延续实施新能源车置换补

贴，2023年6月30日前个人消费者

报废或转出名下在上海市注册登记

且符合相关标准的小客车，并购买

纯电动汽车的，给予每辆车10000

元的财政补贴；

● 对购置日期在2023年1月

1日至2023年 12月31日期间内能

源汽车，继续免征车辆购置税。

市商务委介绍，本市将以“汽车

消费嘉年华”为品牌，各汽车品质消

费示范区、各汽车销售企业系列活

动也将贯穿全年。本市将持续开展

“汽车品质消费示范区”创建活动，

深化“机动车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平台”建设，助力全市汽车消费提质

扩容，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安心，感

到舒心、贴心。

浦东新区则推出了汽车促消费

“四个一”的新举措。

● 新增一批汽车品质消费示

范区。

● 建立“汽车消费纠纷快速处

置联盟”。

● 开展汽车促消费系列活

动。开展置换补贴、焕新有礼、提车

礼包、优质服务等活动。

● 落实新一轮汽车促消费政策。

启动仪式上，上汽集团首发上

市首款智能纯电SUV智己LS7，全

面开启SUV3.0时代。宝马在国内

首次上市性能最强、行驶速度最快

的纯电动车型2023款IXxDrive40，

为中国消费者带来豪华的出行体

验。永达汽车、东昌汽车、利星行、

宝德汽车、理想汽车等五家龙头企

业发布一系列促销活动，为消费者

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

记者了解到，汽车消费嘉年华

活动在东方明珠广场开展为期三天

的车辆展示展销。上汽集团、特斯

拉、蔚来、小鹏、理想、比亚迪、奔

驰、宝马、奥迪等品牌，展示一批最

新上市的豪华品牌车辆和新能源

车型。消费者在现场订车，能够享

受各项专项优惠福利，各大汽车经

销商也将在本市销售门店推出各项

优惠促销活动，营造全市汽车促消

费氛围。

上海市启动汽车消费嘉年华
一万元的新能源车置换补贴延续实施到今年6月30日前

本报讯（记者 屠瑜）今天上

午，“沪明情 向未来——上海、三明

两地红色文化传承主题展”在中共

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开幕。展览遴

选了50余件（套）文物资料，勾勒出

上海和三明两地同根同源、超越时

空的红色血脉。

展厅一楼展出了建党时期重

要报刊、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武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钱币、基层苏维

埃政权和土地革命分田分地的凭

据、红军长征的行军用具，用文物

和图片共同讲述革命故事；二楼展

出映现三明工业发展历程的重要

文件、资料、产品和老物件，着力还

原三明城市发展脉络和上海工人

援建三明的生产生活情景。

展览特别布置了“当一天三明

人”展项，打造多媒体、灯箱艺术装

置、方言互动体验，还原了三明重

要特产——“沙县小吃”的店面场

景，展示三明的青山绿水、地方文

化和特色小吃。

为配合展览开幕，三明本土特

产在中共一大纪念馆文创商店和

线上商城同步上线；同时，位于黄

陂南路的“一咖啡”店将于2月25

日至3月4日举办三明特色小吃互

动体验活动，限时供应扁肉、蒸饺、

擂茶、米糕等多种招牌小吃，让观

众在“大饱眼福”后“一饱口福”。

本次展览由中共上海市委宣

传部、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

导，中共三明市委宣传部、中共

一大纪念馆主办，中共三明市委

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三明市档

案馆、三明市中央苏区革命纪念

馆、三明市1958工业记忆馆协

办，联想集团支持。

一窥4000多年前上海先民的生活
奉贤区柘林遗址考古成果展昨启幕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记者

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上海至嘉兴“南湖·1921”红色旅

游列车将于3月1日恢复开行。

2021年 6月 25日，“南湖 ·

1921”品牌旅游列车首次开行，将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与嘉兴南湖

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长三角首趟

常态化运营的红色旅游列车，还入

选了“建党百年 红色旅游百条精

品线路”，被命名为“开天辟地 ·革

命启航”红色精品线路。

车厢化身红色历史展览馆

据介绍，这趟列车将采用9节

编组。其中两节车厢被打造成为

移动的历史展览馆，通过大量的

实物和图片，真实展现红色旅游

列车的历史文化和时代特色。在

车厢内，可以看到百年前上海和

嘉兴两地的火车站旧影以及上海

博文女校、嘉兴狮子汇渡口、宣公

桥和嘉兴南湖等老照片，以及热

心人士为红色旅游列车提供的上

世纪60年代上海中国旅行社组

织到嘉兴旅行的广告宣传单、

1971年发行的普14革命圣地邮

票等实物展品。

此外，车厢内还设有火车邮局、

党史学习角、老照片展示等功能区

域。用手机扫描小桌板上的“列车

微课堂”二维码，还可以观看《青马

课堂》等短视频课程。

列车串起红色旅游精品线

上铁国旅公司联手嘉兴市文

旅部门推出“一起来嘉游”活动，配

套推送了乘“南湖 ·1921”红色旅游

列车享免费讲解、嘉兴南湖景区渡

船船票5折、鸳湖茶吧5折券等系

列送福利活动。3月1日，上海西

站站前广场还将举办嘉兴人文风

光文旅推介活动。

此外，上铁国旅定制了新时代

“重走一大路”等党史学习教育系

列精品线路及“3.8女神节专属”等

多个红色旅游产品，通过这趟红色

旅游列车，串联起周边知名景点景

区、革命遗址、历史文化场馆等特

色旅游资源，让旅客体验“一站式”

红色旅游服务。

● 此次恢复开行后，这趟列

车仍将延续朝发夕返模式，车次为

Y701/Y702次，每日8时45分从上

海西站开出，18时10分由嘉兴站

返回，中途停靠嘉善站，每日固定

开行一趟，单程运行时间分别为1

小时34分和1小时28分，单程票

价16.5元，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平台购买车票。

串起沿线景点遗址
实行“一站式”服务

海몣、地쏷솽뗘
幕즫컄뮯뒫돐훷쳢햹뾪쒻

昨天下午，“奉海荣光——柘林

遗址考古成果展”在奉贤博物馆开

展。展览精心选取72件在奉贤区

柘林遗址最新发掘出土的良渚文化

时期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文

物，从中可以一窥4000多年前上海

先民的生活场景、地域风俗、社会形

态等种种信息。这座迄今为止上海

地区发现年代最久远的滨海聚落，

正逐步掀开神秘面纱。

揭开奉贤史前文明序幕
柘林遗址地处杭州湾北岸，上

海史前时期重要地理分界线——距

今约5000年的冈身遗迹的最南端。

就是在这片沙堤高岗之地，上海奉

贤地区在良渚文化时期迎来了首批

先民，揭开了奉贤史前文明的序幕。

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项目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从崧

泽到良渚”课题规划下，经国家文物

局批准，由上海博物馆主持，奉贤区

博物馆参与，于2018年、2020年连

续两次对柘林遗址开展考古发掘，

发掘面积1450余平方米，揭露良渚

文化墓葬、灰坑、灰沟及柱洞群等遗

迹。出土丰富的文化遗存，展现了

良渚文化基层聚落的景象。

良渚文化的特殊分支
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黄翔告

诉记者，通过考古，4000多年前上

海先民许多生活细节得以重现天

日。例如柘林遗址，是目前良渚文

化遗址中，唯一采用东西向墓葬的

聚落。“南北向安葬先人是良渚文化

重要的文化特征，而柘林遗址良渚

文化先民的墓葬则是东西向。这在

良渚文化的核心区域内是个特例。”

黄翔表示，该现象应与柘林聚落的

地理位置有关，可能是先民崇拜海

洋的表现，因此柘林聚落或许是良

渚文化的一个特殊分支。

此外，另一些考古发现也让柘

林聚落的性质被重新定义。由于柘

林远离上海地区良渚文化的中心性

聚落——福泉山遗址，之前对其判

断应是偏远的滨海小聚落。但考古

发掘中不仅发现了随葬品丰富的高

等级墓葬，也在出土的陪葬品中，发

现了象征权力的石钺和只允许贵族

使用的玉璧等礼器，可以佐证这一

聚落曾经生活着社会地位较高的群

体。他们的饮食也并非“靠海吃

海”，而是以稻米与家畜为主，与良

渚文化的总体情况是一致的。

在出土的陶器中，大量出现刻画

符号，这些符号被称为良渚文化的

“密码”，它们可能是早期的计数、标

识符号，也极有可能是原始文字的雏

形。这些神秘的印记目前尚未破

解，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

表明上海历史文化久远
良渚文化的究竟是不是上海人

的“老祖宗”？黄翔表示，既是也不

是。良渚文化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

中，可能是气候环境剧烈变化，也可

能是其他文化的冲击。但上海地区

的历史文化没有中断，考古研究表

明，良渚文化之后，来自其他地区的

文化进入，并与本地的文化融合后

形成新的文化，产生新的族群。而

4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的先民们，

也已融入到了其他文明之中，他们

的血脉、习俗、文化变为华夏文明基

因的一部分。

“上海并非是历史遗迹丰富的

区域，也曾有上海无古可考的谬

说，但柘林遗址的发现再一次表明

上海历史文化的久远，也提醒我们

要珍惜、保护、利用好上海的文化

遗址。”据了解，目前柘林遗址发掘

的仅仅是聚落中的墓地区域，今后

还将继续开展对柘林遗址的考古

发掘与研究。 本报记者 李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