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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这片梯田上，可能出
现的一砖一瓦，都会开启一个宏大
的历史发现。”开展考古工作以来，
喜欢研究的马强在宁夏考古进程
中创新开展了区域系统调查。他
介绍，这种调查方式也称为“全覆
盖式调查”，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
年代的美洲，90年代初传至我国。
伴随着聚落考古及聚落形态研究
的兴起，区域系统调查方法愈发显
示出自身的优势。“运用区域系统
调查进行考古发掘，对深化中国早
期文明形成的过程与格局，推动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走向深入具有深
远意义。”马强说。

“在开展红河考古调查时，
我运用区域系统调查法探寻一
整条河流区域中人类的迁徙演
进，文明变迁以及环境的适应性
变迁，这些在区域系统内是环环
相扣的。将考古和环境变迁结
合起来进行学术探究，这在宁夏
考古界是首次。”马强说。2017
年 5月，尘封已久的姚河塬西周
遗址重现天日。姚河塬西周遗
址位于固原市彭阳县，是宁夏南

部及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
一处大型西周诸侯国都邑城
址。有功能结构复杂的聚落形
态、带墓道的高等级墓葬、掌握
高技能工艺的铸铜作坊，出土的
青铜器、玉器、瓷器、象牙器等珍
贵文物，以及刻字的卜骨等，都
显示其与中原分封的诸侯国性
质一致。表明西周王朝对西部疆
域的管理与东方地区一样，采用
的也是分封诸侯、藩屏王室模
式。目前确认遗址面积约92万平
方米，分为内城和外城两个部
分。内城的东部、东北部为高等
级墓葬区，墓葬区南部为铸铜作
坊区和制陶作坊区，中部为夯土
建筑基址，疑为宫殿区。内城东
南部为小型墓葬区。外城发现有
房址、窑址、灰坑、窖穴、道路等遗
迹，主要为当时的一些普通村落。

姚河塬西周遗址水网密布，
沟渠纵横，勘探发现较多的大型
储水池，有干渠与这些水池相接，
其与铸铜作坊、制陶作坊等关系
密切，表现出该遗址人群非常重
视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历经

6年挖掘，我们已经挖掘出了马
骨、青铜器、甲骨等多项物品，大
家都很振奋。”马强说，通过出土
的甲骨文可知，这片遗址为西周
分封的诸侯国之一——获国。这
个国家在历史上属西周的边疆区
域，是目前考古界中唯一保存完
整的城址、范围、壕沟，墓葬、水
渠、路网到铸铜作坊等要素齐全
的西周诸侯国遗址。获国的发现
令人们明晰了西周分封诸侯国的
面貌和城区布局。

考古工作很辛苦，跟建筑工
地没啥差别，每天要在野外工作
8个小时，室内还要开展研究，每
天的工作时长超过 10 个小时。
他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学，但马强
却没有时间陪伴他们。“我是党
员，又是文物考古工作者，我感
觉自己做的这个工作很有价
值。”马强说。

保护传承，永不止步。在继
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考古学路上，马强经常说的一
句话是：“现在，才刚刚开始。”

身材高大的马强总是行色匆忙。他
的身旁堆满了考古挖掘、测量的工具，作
为姚河塬西周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他
每天一睁眼就扑在挖掘现场，直到夜色
沉暮。“考古是一项综合工作，丝毫马虎
不得。”马强说。

出生于 1982年的马强是固原市彭阳县
人。从小家中比较困难，尽管如此，家人却
很支持他上学。好学的马强也从来没有
停止对知识的探索，他尤其喜欢历史，经
常考满分。 2002 年，马强考入北方民族
大学历史系，他的本科班主任是中山大
学人类学系毕业的。班主任上课时讲到
考古学通论，为他开启了考古学这个新
奇的世界。“考古学是一门实证类学科，
需要用双手去挖掘，这也是探知历史真
相的一个重要途径。”本科毕业时，马强
撰写的毕业论文选题跟考古相关，被学
校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2006 年，马强考
上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所，研究生方
向就是考古专业，实习期间他跟着多位
考古专家从事考古挖掘。后来他又参加
了陕西文物普查，正式迈入了考古行业
的门槛。 2009 年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先
后参与了固原高平城遗址挖掘，西夏王
陵整理挖掘。随后他考入南京大学攻读
考古学博士，并从西北大学考古学博士
后出站。在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以
来，他主攻商周考古学和北方系青铜文化
研究，赴俄罗斯、伊朗参加田野考古发掘，
赴日本访学一年。

2017 年，由马强主持的姚河塬遗址
考古项目获得“ 2017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田野考古二等奖”“ 2020 年中国考
古新发现”等多项重量级奖项。 2023 年，
马强被推荐为第四批自治区“塞上文化
名家”人选。

在诸多荣誉面前，马强说：“这些荣誉
是属于历史的，是历史创造的文明，我们
只是把蒙在明珠上的尘土擦拭掉了。每
一次的考古发现，都代表有一部分文明重
现世间，让子孙后代铭记历史，坚定传承，
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这大概就是一名考
古人的初心。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在马芳看来，学
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
人的重要阵地，应在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上走在前列。

为此，马芳深入推进实施青少年学生夯
基育苗工程，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
穿于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全过程、各环节，
引导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
机制全、形式活、内容实的工作载体。

多年来，马芳坚持为师生和群众讲解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2023年 5月，她赴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学院围绕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主题作交流发言。为了让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同心县第
四中学还精心打造“致远廊”“书香廊”“礼雅
廊”“红色廊”等文化长廊，增强师生文化认同。

“我们坚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
老区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把加强革
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
德教育融入教育教学，用红色基因串起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心结’，激发师生
爱国热情。”马芳说，学校积极开展丰富多彩
的主题教育和课后服务，通过“书香雅韵”经
典诵读、书法、笛子、课桌舞、石头画、剪纸、
太极扇、太极拳等课程对全校师生进行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对学生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

任其职，尽其责。“委员履职和本职工作
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作为政协委员，
不仅可以为教育发声，还能在履职过程
中学到先进教育经验，促进本职工作 。
也可以通过本职工作这个平台，更好地
扩大政协工作的影响力 。”在履职过程
中，马芳积极参加政协各项调研活动，认
真撰写提案，先后提交加快同心县“互联
网 +教育”示范县创建、关于加强职业学
校校企合作、关于加大老城区公共体育场
所设施建设等多件提案，聚力教育发展、
助力县域发展。

做历史的“拾珠”者
——记自治区政协委员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马强

本报记者 束 蓉 文/图

考古人，是一群
历史的“拾珠”者，他
们将埋藏在历史中的
文明抽丝剥茧，让失
落的文明重新焕发出
熠熠光彩。自治区政
协委员、宁夏文物考
古研究所副所长马强，
便是众多“拾珠”者中
的一个。

坚守教育初心 践行立德树人使命

A 传承中华文明
守住考古人初心

区域系统调查 创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B

扎根一线三十余载 倾情谱写教育赞歌
——访同心县政协委员 同心县第四中学校长马芳

本报记者 单 瑞 文/图

作为人民教师，她爱岗敬业，
为人师表，为学生全面发展打好人
生底色；作为学校管理者，她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为学校走内涵式发展
之路奠基。她就是同心县政协委
员、同心县第四中学校长马芳。

自 1990 年手执教鞭踏上三尺
讲台，30 多年来，马芳把自己的青
春年华和全部心血毫无保留地献
给了所热爱的教育事业，扎扎实实
地实践着自己人生价值。

▶在学校组织的志愿活动中，
马芳与学生们合影留念。

1990年，马芳在乡村学校承
担语文教学，一干就是 12年，她
也积累了宝贵的教育教学经验。

“每当走进教室，看到孩子
们一张张天真可爱的面孔、一双
双充满渴求的眼睛时，我就感觉
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任教以
来，马芳始终把学生的发展放在
首位，注重学生自主学习，尤其
重视通过语文综合性学习锻炼
学生自主探究、主动思考、主动
学习的能力。

同心县是红军西征总指挥
部所在地，也是红军一、二、四方
面军三大主力会聚地，现有各类
红色文化遗迹 22处，是不可多得
的红色教育基地。如何用语文
的方式记录、理解家乡红色历
史、追忆红色文化？马芳创新设
计的综合实践活动——《半个城
文化探究》是个不错的尝试。

“我们打造探究性语文课
堂，组织带领各年级学生实地走
访了解家乡红色历史、追忆红色

文化，对‘红军西征陕甘宁，三军
汇聚同心城’的历史事迹进行学
习，让学生聆听身边英雄的故
事。”马芳表示，以语文的方式讲
好红色故事，始终把红色故事与
听、说、读、写活动紧密结合，以此
来弘扬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先进的教学理念、执着的教
育情怀为马芳赢得了丰硕的教
育教学成果。她曾代表宁夏赛
区参加全国“中华杯”教师技能
大赛获一等奖，并先后荣获县市
区“优秀教师”“教学名师”“三八
红旗手”荣誉称号。十余篇教育
教学论文在《宁夏教育》《宁夏教
育科研》等刊物发表。

在先后担任初中语文老师、
教务副主任、主管教学副校长等
职务后，2019 年，因工作成绩突
出，马芳被调至同心县第四中学
任校长一职。

“同心县第四中学是我的母
校，我来这不是当校长，而是来
报恩母校的。”走上学校管理岗

位，如何实施立德树人、培根铸
魂工程，坚持走内涵发展之路？
带着这样的思考，马芳又创新构
建“33346+N”育人体系，构建创
新素养教育新样态。

组织学生讲述长征精神，号
召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把握正确
的政治方向，牢固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坚持每
天早操和课间操引导学生进行
经典诵读活动，全面倡导和推动
经典诵读活动，并购置安装朗读
亭，激发学生的诵读兴趣、推动
书香校园建设；始终坚持“把劳
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相融合”，提升学生尊重劳动者、
尊重劳动成果价值观……经过
多年的努力和付出，集资源优
势、人才优势于一体的同心县第
四中学先后被教育部授予“全国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被评为“全区创新素养教育领航
校”“自治区信息化示范学校”

“全区民族团结示范单位”等。

校园盛开团结花
师生共享和谐果

朱彪先后从事油画、版画、漫画、国画创作，他时常尝试将中
国画和西画进行融合。“油画颜料的材质跟国画还是有差距的，但
是画国画的时候，尤其是一些主题创作的时候都可以借鉴不同画
种的办法。包括木版画的刀味、木味都可以借鉴。”朱彪说，“中国
画是由中国文化的基因决定的，里面有中华民族的血脉，有很多
画家从别的画种转过来，能转过来的这些画家的能力都特别好，
对他们而言只是换了个工具和材料。毛笔的用笔用墨无不体现
了中国人的审美和哲学思想。现在很多有成就的油画家或多或
少借鉴了中国画的表现方法。”

用国画描绘家乡的山水，也是朱彪心中一直存在的情怀。这些
年，他一直往返于北京银川和全国多地学习交流办展，用画笔描绘着
宁夏的山山水水。2019年，朱彪和他人合作创作的两幅巨幅山水画
《六盘山上高峰》《巍巍贺兰》，悬挂于人民大会堂宁夏厅。2017年至
2018年，他先后受邀进行“精准扶贫”和“自治区成立 60周年庆祝大
会”主题创作，作品受到自治区有关部门的肯定。

在朱彪看来，宁夏人淳朴、热情、智慧，山川大地景色秀美，为
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的绘画作品涉及人物、山水、花
鸟走兽，题材宽。在现实题材的人物画创作中，他关注当下身边
的人和物，如农民工、民族风情等，注重人物给我们的切身感受，
营造画面气氛，用自己多年积累的笔墨修养，使画面有很强的可
读性。作品具有一定的形式美感和视觉的冲击力，山水画主要表
现宁夏的山川地貌和西部山水的雄浑壮美。

因热爱与美术结缘

50多年前，朱彪的父母曾在南京当兵，之后服从组织分配支
宁来到宁夏，朱彪生于斯，长于斯，也算宁夏人。

朱彪从小热爱美术，因此，他辞去了在国营企业团委的工作
从事美术创作，后又去北京拜名师学习。他非常崇拜北京画院专
业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王文芳，王文芳在中国山水画方面有很
高的造诣，在学术界，王文芳为人为艺都有广泛的影响。

2001年，朱彪来到北京，他第一次见到王文芳是在中国美术
馆。当大画家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鼓起勇气向王文芳提出了
拜师的想法。自此，朱彪便跟随王文芳学习国画。

朱彪和同学们在北京学习期间很艰苦，每天画到凌晨是常
事。王文芳的教学不仅是在课堂上，在生活中也给同学们讲解艺
术创作的画理画论，他的教学涉及很多艺术门类。

在他北京求学的十多年时间里，朱彪还师从于中国当代工笔
画领军人物孙志钧，中国现代水墨大家刘进安和当代国画大家贾
浩义、石齐、王明明等多位大家。朱彪从这些老师身上学到的不
仅仅是绘画技巧，而是“发现自己的天性”，领悟自然，这些包含着
画者的修养、学识和思想。

用国画展现家乡的山水

2009年，朱彪创作系列作品《西海固纪事》，反映宁夏南部山
区人民与严苛的自然环境抗争的题材作品。作品画面视觉效果
强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现代感，造型能力强，有浓厚的学院气
息，不失中国画的传统精神。其中，《西海固纪事·暖春》入选了第
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荣获自治区第九届文学艺术奖。“宁夏南
部山区是我多年来长期的采风写生基地，这里的人民朴实善良，
热爱生活，是我创作的源泉。”朱彪说。

2020年，朱彪和他人合作创作的巨幅国画作品《时代楷模，闽
宁协作，扶贫协作，援宁群体》，参展“美丽新宁夏·脱贫攻坚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美术摄影主题作品展”，作品以生动、真实的艺
术语言，展现了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作品展出后，受到了业界
和社会广泛关注和好评。

在谈到创作西海固群众脱贫攻坚的故事时，朱彪推荐了他的
作品《家园》。这件作品打破时空，在一幅画里面呈现出西海
固地区移民搬迁致富的历史进程，画幅分四部分组成：出山、
创业奋斗、安居发展、幸福生活。朱彪说：“将发生在不同时空
的四个阶段组织到同一个画面中，背景用葡萄酒的生产设备、
酒窖、管线等元素，把这些画面融合起来，这是我的主要创作
手法。”

作品展现脱贫攻坚故事

朱彪，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中山书画院院长、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宁夏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银川市文联委
员，银川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宁夏文联美术高研班“朱彪
工作室”导师。

“把心思全用在画画上，内心感到很踏实、很纯粹。”多
年来，朱彪用画笔画出宁夏的山水之美，也用画笔画出了对
家乡的热爱。

朱彪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留影。

用画笔“勾勒”
宁夏山水之美

——访自治区政协委员 宁夏中山书画院院长朱彪
本报记者 梁 静 文/图

▶马强在遗址发掘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