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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2日
在京揭晓。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福建平
潭壳丘头遗址群，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河南永城王庄遗
址，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陕西清涧
寨沟遗址，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山西霍
州陈村瓷窑址，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
沉船遗址（按年代早晚排列）入选。

宣布评选结果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关强表示，过去一

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研究工作
取得新进展，“考古中国”24个重大项目统
筹推进，265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系统
开展，1367项基本建设考古项目有序实
施，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入选2023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过去一
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突出代表。这些考古
新发现，以更加鲜活的笔触生动展示了泱
泱中华的悠久历史和博大文明。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2日
在京发布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3 年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较2022
年12月新增网民2480万人，互联网普及
率达77.5%。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截至2023年
12月，IPv6地址数量为68042块/32，国家
顶级域名“.CN”数量为2013万个，互联网
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11.36亿个；累计建

成5G基站337.7万个，覆盖所有地级市城
区、县城城区。由5G和千兆光网组成的

“双千兆”网络，全面带动智能制造、智慧
城市、乡村振兴、文化旅游等各个领域创
新发展。

报告指出，2023年，我国持续加快信
息化服务普及，缩小数字鸿沟。公共服务
类应用加速覆盖，网约车、互联网医疗用
户规模增长明显，较2022年12月分别增
长 9057 万人、5139 万人，增长率分别为

20.7%、14.2%。智慧出行、智慧医疗等持
续发展让网民数字生活更幸福。

同时，我国互联网应用持续发展，新
型消费潜力迸发。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
12月，在线旅行预订的用户规模达5.09亿
人，较2022年12月增长8629万人，增长
率为20.4%。以沉浸式旅游、文化旅游等
为特点的文娱旅游正成为各地积极培育
的消费增长点。此外，国货“潮品”持续成
为居民网购消费重要组成，近半年在网上

购买过国货“潮品”的用户占比达58.3%；
购买过全新品类、品牌首发等商品的用户
占比达19.7%。

据悉，自1997年起，CNNIC组织开展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形成了
每年年初和年中定期发布报告的惯例，成
为我国政府部门、国内外行业机构、专家
学者等了解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的重要
参考。

据新华社电

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2 日

在京揭晓，一个个陌生的地名因考古脱颖

而出、声名远扬。

始于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

活动已走过33个春秋。从学界的专业集会，

到越来越多公众关注的盛会，这是考古从

“冷门”向“显学”迈进的30多年。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对考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指

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

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

为何是考古？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

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如果

将中国历史比作人的记忆，其中一些片段

早已消散湮灭。一代一代考古人接续探

索，就是为了让这份记忆更加清晰确凿。

这是攸关“何以中国”的大事。

认识文明离不开考古。在河南仰韶村

的陶片上见证仰韶文化的灿烂创造，在四

川三星堆的青铜上品读古蜀文明与中原文

明的相互影响，在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

遗址感受唐朝戍边将士的家国情怀……中

华大地上，星罗棋布的考古发现熠熠生

辉。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正是考

古资料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

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逐步还原文明

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聚的发展历程。

认知自我离不开考古。当 3000 年前

的甲骨文被今人释读，我们怎能不惊叹汉

字的绵延传承？当距今 8000 余年的稻谷

遗存被发现，我们怎能不自豪于先民的智

慧勤劳？每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公

布，都是一堂极好的历史公开课，它用鲜活

的、甚至就在你我身边的考古发现，帮助更

多人认识自我、增长自信，赋予我们“平视

世界”的底气。

更重要的，一个民族越清楚“我们是

谁，我们从何来”，就越能有力地把握历史

规律，越能使自己行进在历史的正确方向

上。纵观近年来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即便是良渚、殷墟、三星堆等发掘已久、名

满天下的遗址，依然能产出重大的考古新

发现、新进展，填补曾经的认知空白。如果

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那考古就令这本

教科书愈加厚重，愈加有指导性。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回顾往年的“十

大”，江苏的大报恩寺遗址、陕西的石峁遗

址、江西的海昏侯刘贺墓等如今已成为游

客的热门打卡点。新一年度的“十大”，也

令人心驰神往。亲临“十大”，亲近考古，一

个相同的心声共鸣回响：泱泱中华，历史何

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

基、力量之源。 据新华社电

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亲近考古，感知中华

相关发现首次揭示出10万年前古
人类对巨型动物资源充分利用的史实。

发现的植硅体水稻遗存是中国东南
沿海岛屿最早的水稻遗存。

是长江下游地区少有的连续时间近
4000年的中心性聚落。

其中的熊家岭水利系统是目前已知
的构成要素最为完备的史前水利系统。

出土的“玉覆面”是此类遗存在国内
新石器时代发现的首例。

书院街墓地兆域是目前国内出土时
代最早的规范化兆域。

首次发现殷商文化圈以外数量最多
的甲字形大墓，发现年代最早的双辕车。

该遗址是首次发现的规模宏大、格
局规整的秦代大型建筑群。

填补北方地区细白瓷发展史缺环。 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
古的跨界融合。 本版均为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