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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百年中国考古学致力发掘华夏文明璀璨史

将中国“考古声音”传递到全球

上海新能源车免费绿牌政策续期一年
申请门槛提高，与非营业性客车额度拍卖资格要求一致

本报讯（记者 叶薇）近日，上海市政

府办公厅转发了市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制

订的《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

施办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至2024年

12月31日截止。

《实施办法》总体上延续了上一轮政策

安排，对个人用户和单位用户购买新能源汽

车继续给予免费专用牌照额度支持。但有

以下三处修订：

● 调整部分个人用户的申领要求 对

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的来沪人员，由上一轮

政策要求“申请之日前  个月内累计缴纳社

会保险或者个人所得税满  个月”，调整为

“申请之日前  个月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会保

险或者个人所得税”。

● 调整申请个人拥有车辆条件 由上

一轮政策要求“个人名下没有使用本市专用

牌照额度登记的新能源汽车”，调整为申请

人名下既“无使用本市专用牌照额度登记的

新能源汽车”，也“无非营业性客车额度证

明”，还“无使用非营业性客车额度注册登记

的机动车（不含摩托车）”——通俗地讲，就

是要求个人名下“既无新能源车，也无燃油

车（沪C号段车辆除外）”。

● 调整单位用户申领要求 对单位用

户申领新能源汽车牌照，在上一轮政策要

求“信用状况良好”基础上，增加“在本市缴

纳的职工社会保险人数超过5人，或者单位

自申请之日前 年在本市连续缴纳税收”的

要求。

对于名下没有在本市注册登记汽车的

个人用户，《实施办法》通过发放免费专用牌

照额度继续支持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

对于名下已拥有在本市注册燃油汽车的个

人用户，《实施办法》则鼓励个人将燃油车置

换为新能源汽车。

本报讯（记者 王蔚）“第五届世界考古

论坛 ·上海”昨天颁出的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

和重大研究成果奖，成为会场内外专家和文

博爱好者热议的话题。尤其是由中国学者完

成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见证”和“中国考古

学百年史”两个获奖成果，精彩地向世界推介

了华夏文明的璀璨史，也将中国的“考古声音”

传递到了全球。

解开都城消失之谜

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三

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

冉宏林领衔开展的《琳琅满目的祭祀遗存

——古蜀荣光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见证》，

在9个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里名列第一。

唐飞介绍，三星堆核心区域即城址的面

积约3.6平方公里，年代距今约4500年至

3000年，是夏商时期古蜀国的都城，也是我国

青铜文明辉煌的典型代表。经过90余年持续

的考古工作与研究，迄今已在三星堆遗址内

发现城墙、壕沟、大型建筑、祭祀坑、墓葬等各

类遗存，以及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丝

绸、陶器等珍贵文物数万件。这项研究不仅

聚焦于6座新发现的祭祀坑，还着眼于祭祀坑

所在的整体环境，试图构建三星堆遗址祭祀

区的动态发展过程。

探寻华夏文明走向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担任过10

年所长职务的王巍，携“中国考古学百年史

（1921—2021）”项目，在获颁的重大研究成果

奖里排在首位。

“以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为代

表的古人类，确实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近

年在浙江乌镇桥头上山文化晚期的遗址中，

出土了表面通体涂红的陶器，把史前先民们

发明陶器并施彩绘的年代向前提早了2000

年。考古发现表明，万年前中华民族的史前

先民已经开始栽培稻、粟、黍等农作物。近年

在河南荥阳青台和汪沟遗址都出土了距今约

5300年的丝织品残片……”王巍充分论述了

百年来中国考古的重要发现。

王巍表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

进机制和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距今约

4000年，夏王朝建立之前，中华大地文化交流的

主流趋势是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

汇聚。夏代后期，中原王朝的实力显著加强，应

当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具体体现。在

对辽、金和元朝的都城、贵族墓葬的发掘中，都

能够清楚地看到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曾

大量吸收汉族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是统

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真实写照。

（上接第2版）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大力提
升课程教材质量和教学水平，完善科教产教协

同育人机制，造就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和急需紧

缺人才。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建设

基础研究新型平台，加快技术攻关突破，加大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力度，提高社会服务能级。抓

好引进、培育、使用三个环节，优化人才服务保

障，打造一流人才集聚高地。完善高等教育治

理体系，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各高校各

部门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加强组织领导和协

作保障，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推动形成

共抓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强大合力。

副市长解冬主持会议。

（上接第2版）本届论坛集聚了近百位世界级考
古学家和学者，相信一定能发掘出更多蕴藏在

历史中的知识和智慧，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推

动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启迪。

李群在致辞中说，中国有着悠久历史，习近平

主席重视考古工作。中国积极推进新时代中国

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希望树立“大考古”的工

作思路，愿意与国际同行一起，建设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气候变化深刻

影响着文明的兴衰，本届论坛的主题反映了当

前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希望通过考古学的独

特视角，探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增进国际学术

交流互鉴，守护人类共同遗产，为寻求人类可持

续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借鉴。

上海市副市长刘多颁发第五届“世界考古

论坛终身成就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上海研究院院长李培林颁发“世界考古论坛重

大田野考古发现”。

“世界考古论坛 ·上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局、上海研究院、上海

大学承办。

发掘历史智慧
推动可持续发展

落实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本报讯（记者 潘高峰）上海最早的工

人新村之一、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彭一小区

旧住房成套改造拆除重建项目今天封顶！虽

然申城气温断崖式下跌，却有不少人顶着风

雨赶来参加仪式。

彭浦新村建于上世纪50年代，不少劳动

模范、先进工作者都居住在这里。历经近70

年风吹雨打，面临年久失修、设施简陋、结构管

线老化、屋顶漏水地面积水等诸多问题。2019

年5月，彭一小区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启动，

采用拆除原有多层建筑，按原有居住标准新建

多层、高层民用建筑的方式，总建筑面积21.08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2.96万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8.12万平方米，包括1—17号楼

和地下车库（两层）共18个主要单体，设计住宅

2242套，地下机动车停车位1615个，非机动车

停车位2400个，同时将建成1个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和生活服务馆、党建文化馆、体育健身馆。

改造后的彭一小区将成为彭浦地区环境品质最

高、服务配套最好、升值空间最大的小区。

据介绍，未来彭一小区的居民办理安置

房屋的转移登记时，可以不受户籍、限购等

政策限制，不进行销售网签。另外，产权房

屋在办理不动产登记时，还将免除被安置人

的契税，不作为新购住房认定个人住房房产

税，这些都是切切实实的惠民举措。

刷新全市多项旧住房成套改造纪录

彭一小区“拆落地”改建项目今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