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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客户端南京6月3日电（记者 朱国亮）
江苏省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6月2日邀请不同学
科专家，对两座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开展实验室考
古发掘，并在线上进行直播。

这两座墓葬来自无锡境内的马鞍遗址，距今有
6000多年。2022年4月至2023年2月，无锡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对马鞍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26座马家
浜文化时期的墓葬。

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宝山介绍，考古
工作人员在野外对其中20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发现
一批石器、陶器、玉器；对其余6座墓葬，整体打包提
取，转运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东基地，
拟在其“探源科考舱”内进行多学科实验室考古发
掘。

2日，在“探源科考舱”内，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邀请体质人类学、岩石矿物学、微生物学、微痕分
析和科技考古等方面的专家，对其中两座墓葬进行
了多学科考古发掘。记者现场看到，考古人员发掘
出两具较为完整的人体骨骼，同时对墓葬内微生物
等多方面信息进行了提取和采样。

前期的考古发掘就显示，马鞍遗址及其墓葬中

不仅有陶器、石器、玉器，还有不少保存较完整的
6000 年前的人骨，这在南方同时期的墓葬中不多
见，为后续开展新石器时代体质人类学研究、食性
分析、古病理研究、古DNA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刘宝山介绍，由于在野外考古中，墓葬内的各
种微生物信息，包括这些人骨中蕴含的信息不易保
护和提取，容易遭受环境污染，因此无锡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决定将其整体打包提取，转运至“探源科
考舱”内进行发掘。邀请不同学科专家前来一起考
古发掘，通过不同学科交叉研究分析，有助于了解
马鞍遗址所在地6000年前的环境状况、生活生产水
平、人类体质情况。

6月10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无锡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向公众开放了此次考古发掘全过程，并
邀请有关媒体进行线上直播。这次直播受到不少
考古界人士和文物爱好者的关注。

无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这
是首次对马家浜文化时期遗址运用最新的科技考
古手段进行考古发掘并直播，向公众进一步普及了
这一长江中下游的古老文化，也以实物印证了无锡
在马家浜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无锡对两座无锡对两座60006000年前墓葬年前墓葬
开展多学科实验室考古发掘开展多学科实验室考古发掘

世界上最温暖的路，是回家的路。6月1日，浙江
公安发布“浙里回家”应用。该应用由台州市公安局
路桥区分局负责搭建，接入“浙里办”系统，设置了“我
要寻人、我要寻亲、公益机构”三个角色选项，分别对
应服务“家找孩子、孩子找家、社会公益机构帮助寻人
寻亲”三个不同用户角色。寻亲人在填报完善个人信
息后，可以在应用内发布寻亲请求或在线匹配，通过
数字化手段服务更多寻亲群体。

近年来，浙江以“团圆行动”为抓手，成立了由省

公安厅为牵头召集单位的省反拐联席会议，设立111
个免费寻亲团圆采血点，累计帮助2374名寻亲人员成
功找到亲人；各级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深入推进打击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对涉拐犯罪始终保持

“零容忍”，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32起。
在“团圆行动”推进过程中，涌现出了以台州路桥

柯伟力工作室、绍兴嵊州和合工作室、衢州柯城龙亮
工作室、杭州上城尚亲工作室等为代表的一批打拐寻
亲典型。 来源：浙江日报

“浙里回家”应用上线
浙江公安为失散家庭圆重逢梦

近日，铁路上海站客运员同上海市急救
中心建立远程视频连线、同上海市第十人民
医院心血管内科联络员电话联系，对躺在站
台上的“旅客”状态、心电活动进行判断。

当日是中国心肺复苏周首日，上海市第
十人民医院医务处应急办联合心血管内科，
与铁路上海站开展旅客突发疾病急救演练，
提升旅客突发疾病共同协作救援能力。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上海：医铁联动保障旅客安全

每天早上6时前，在六安市金安
区城北镇北三十铺村 201 路公交终
点站，总能看到一群挑着大大小小
菜篮的菜农。他们准时搭乘公交进
城卖菜。201 路公交也被菜农们昵
称为“菜农专线”。

“昨天夜里摘了这些小青菜，今
天赶个早，到城区五牌里卖。”6月2
日清晨5点半刚过，家住城北镇新塘
村的陈慧兰就坐着老伴的三轮车，
来到 201 路公交车终点站。公交 6
点发车，6时45分到达六安老城区的
五牌里。

“以前没有这班公交车，卖菜可
麻烦了。我老伴要把我送到北二十
铺才能坐到车。现在有了‘菜农专
线’，1元钱直达菜市场，省心多了。”
陈慧兰高兴地说。

早上6时，201 路公交车准时发
车，站台上聚集的20 多名菜农在六
安市公交总公司志愿者的引导下有
序排起了长队。看到菜农鲍传珍挑
着两大筐丝瓜、毛豆，志愿者帮她把
菜提上了车。

“我今年70多岁了，家里3亩地
种上了毛豆等蔬菜，赚点小钱。这
两年，不仅家门口就能坐到公交车，
还为我们卖菜专门安排了早班车和
志愿者，让我挺感动的。”鲍传珍说。

“城北镇北三十铺村及周边多
个村庄的群众一直都有进城卖菜难
的问题。过去，公交车只在北二十
铺村设有站点，村民卖菜只能一大
早骑车去北二十铺村或者坐城乡公
交到公交北站换乘。菜农们带着篓
子、筐子，和普通乘客同乘一班车，
多有不便。”六安市交通局城市客运
管理中心主任江林告诉记者，为了
缓解菜农进城不便的问题，六安公
交自2022年1月1日起，将201路从
北二十铺村延伸至北三十铺村，同
步开通“菜农专线”。

201路“菜农专线”每天早上6时
发车，比正常的发车时间早了10 分
钟，错开了群众出行早高峰。为确
保菜农安全顺畅出行，六安公交总
公司每天安排2名志愿者，为菜农提
供志愿服务。

“菜农普遍年纪偏大。安排志愿
者，一方面是为了维持秩序，另一方
面也能帮老人们搬运菜篮，让他们
乘车更加舒心。”江林说。

目前，六安公交还有 202 路、18
路、36 路、218 路等多路公交开辟了

“菜农专线”，为群众提供便利。
“下一步，我们打算将每天早上

第二班车的发车时间提前，方便群
众乘坐早班车出行，避免‘菜农专
线’拥挤，让公交服务更加暖心、贴
心。”六安市公交公司运营办副主任
卫功强告诉记者。

来源：安徽日报

六安开通
“菜农专线”

助农惠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