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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中线高铁获批 全线设8座车站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远扬 曹菲）8

月 25 日，记者从国家发改委官网获悉，
近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新建成渝中
线铁路（含十陵南站）可行性研究报告。
成渝中线铁路是沪渝蓉高速铁路重庆至
成都段，项目总投资692.73亿元。建成
后，规划远景年输送能力为单向3200万
人/年。

根据批复，该项目起自重庆枢纽重
庆北站，经重庆科学城、铜梁、大足、安
岳、乐至、简州新城，至成都枢纽成都
站。线路正线全长292公里，全线设8座
车站，其中新建车站6座；设计时速350
公里，为高速铁路。

配套开展重庆枢纽重庆北站及渝怀
铁路适应性改造，新建渝万铁路上行联
络线约1.8公里；新建十陵南站、十陵客
机整备所、十陵客车车辆技术整备所及
石板滩站至成昆货车外绕线联络线 3.8
公里；同步改造成都站及成渝铁路、成都
客机整备所。

据了解，在成渝中线铁路全线 8 座
车站中，有2个位于四川资阳境内，分别
是乐至和安岳站。8月25日，记者从资
阳市发改委获悉，成渝中线铁路建成后，
资阳将迎来“县县通高铁”的全域开放新
时代。

资阳区位交通优势独特，是四川唯

一直接连接成渝“双核”的城市，是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平原经济区、成都
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迎成都、东
接重庆的“双门户”。

“继成渝客专、成自高铁、成达万
高铁之后，第四条途经资阳的出川高
速铁路提上建设日程。”资阳市发改委
相关负责人说，成渝中线高铁是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标志性工程，
是成都、重庆两个特大中心城市间客
运核心通道，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东出方向的高速客运通道和沿江高
铁（沪渝蓉高铁）客运主通道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强化成渝双核主轴，完善铁

路网络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意义重大。

该负责人表示，项目建成后，安岳
和乐至 30 分钟内可直达成渝双城，进
一步拉进与两地的时空距离。资阳也
将依托成渝客专、成达万高铁、成渝中
线高铁形成全域高效联通成渝双核的
新发展格局，同时可通过沿江高铁直联
长三角地区并出海，为当地高质量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

下一步，资阳市发展改革委将会同
相关部门，全力配合初步设计审查及环
评、水保等批复要件资料办理，研究筹资
方案，为项目年内开工奠定基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8月25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
外发布，在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街道发
现一处周代遗址——犀园村遗址，该
遗址是成都平原少有的从西周中晚期
至春秋时期连续发展的遗址，主要分
为西周聚落和春秋墓地两个发展阶
段，其中春秋墓地是目前成都平原发
现的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墓地。

据了解，犀园村遗址的发现对成
都平原周代文化细化时间维度、复原
历史文化面貌、重现社会组织形式、揭
示丧葬习俗等具有重要意义，是研究
古蜀文化不可多得的材料。

犀园村遗址
可分为两大阶段

据发掘现场负责人熊谯乔介绍，
2020年10月，为配合郫都区犀方路小
学建设项目的建设，成都市文物考古
工作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郫
都区文物保护所进行了文物勘探，发
现一处先秦时期的聚落遗址。2021年
3月至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
址进行了详勘和抢救性发掘，确认遗
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证实为西周中
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遗址。

据了解，在此次抢救性发掘中，发
现了丰富的遗迹现象并出土了大量遗
物。共清理出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墓葬
80 余座、房址 10 余座、灰坑 60 余个、
灰沟3条、窑1座、灶1座等，出土了大
量的青铜器、玉石器、陶器等遗物，青
铜器主要有剑、鐁、带钩、印章、敦等，
其中柳叶形剑、印章等都是典型的蜀
文化器物。

熊谯乔表示，从遗迹和遗物来看，
犀园村遗址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
段是西周中晚期，该阶段的遗迹为大
量的房址、灰坑、窑址、灶等生活类遗
迹以及少量的墓葬，遗物主要为罐、
瓮、盆等生活类陶器，说明该遗址在这
一阶段是作为居住址使用的；第二阶
段为春秋时期，该阶段的遗迹为大量
的墓葬以及少量的灰坑、灰沟等，遗物
主要是随葬用的青铜剑、磨石以及陶
罐等，说明该遗址在这一阶段主要是
作为墓地使用。

出土大量春秋时期陶器
填补成都平原考古空白

据了解，犀园村遗址发现了大量

西周时期的建筑遗存，主要分为基槽
式建筑和柱洞式建筑。同时发现了
可合围建筑 15 座，一些柱洞内埋藏
有钻孔的卜甲，基槽内放置了完整的
陶罐。大规模的建筑群和特殊的奠
基行为表明该聚落等级应该不低，应
该是一处中心性聚落址。“根据遗留
下来的残垣断壁，我们可以想象当时
该聚落鳞次栉比、人声鼎沸的盛况。”
熊谯乔说。

到了春秋时期，犀园村遗址主要
作为公共墓地使用。墓葬中出土了大
量柳叶形剑，体现了古蜀亦农亦兵的
社会组织形式。柳叶形剑器形小巧、
造型古朴，是最具蜀地特色的武器。

这批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春秋时
期的陶器。陶器是考古发掘中最常见
的遗物，具有数量大、演变快、文化间
差异大的特征，对于考古学分期断代
和文化间比较具有重要意义。在以往
成都平原的先秦遗址中，春秋时期的
遗址发现较少，出土的陶器也不丰
富。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可复原的陶
器，有罐、盏、豆、器盖等，具有鲜明的
区域特质和时代特征，填补了成都平
原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大小，犀园村
遗址的墓葬中均发现了随葬鹿骨的葬
俗，随葬部位主要是肢骨，另有少量的
下颌骨和脊椎骨。各墓随葬鹿骨数量
不一，多则十余件，少则仅一件。鹿在
古蜀社会中具有财富象征和祭祀意

义，大量鹿骨的发现反映了当时狩猎
业的发达，表现出狩猎在古蜀人的生
产和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非常重要
可作为成都平原春秋墓葬的标尺

“犀园村遗址的主体年代为周代，
历时性长，是成都平原少有跨越西周、
东周的先秦遗址。”熊谯乔说，“从目前
抢救性发掘的成果看，该遗址是郫都
区乃至成都平原一处非常重要的先秦
时期遗址。”

“此前成都平原发掘过上千座东
周墓葬，但绝大多数都是战国墓葬，可
以明确断定为春秋墓葬的屈指可数。
犀园村遗址发现了大量春秋时期墓
葬，层位关系清楚，出土遗物丰富，可
以作为成都平原春秋墓葬的标尺，对
于研究春秋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该墓地排列有序，朝向
统一，显然经过精心规划，表明该区域
是一处重要的公共墓地，对于深入研
究成都平原古蜀先民的丧葬习俗、礼
仪制度等都有重要意义。”熊谯乔说。

熊谯乔认为，该聚落在西周时期
为居住址，东周时期为墓地，这种历时
性的变化正是探讨聚落变迁及背后动
因的绝佳材料，对于分析和研究古蜀
聚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提供了重
要的范本。

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考古工作
对于成都乃至四川历史的构建具有非
比寻常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一次次考古发现，将古蜀文明从起源
走向繁荣的过程清晰地呈现出来。以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
化，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
化，以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为代表的
十二桥文化，以商业街船棺葬、新都马
家木椁墓、双元村墓地等为代表的晚
期蜀文化考古发现，勾勒出古蜀文明
长达2000年的发展脉络。

从目前考古材料看，古蜀文化的
发展经历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
二桥文化、晚期蜀文化四个阶段。

熊谯乔介绍，该遗址正好处在以
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等
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向以商业街船棺
葬、新都马家木椁墓、双元村墓地等为
代表的晚期蜀文化过渡的关键节点
上，为建构和完善成都平原先秦考古
学文化的时空框架提供了重要材料，
有助于深入探讨十二桥文化、新一村
文化相互间的演变关系。

犀浦发现成都平原春秋时期最大规模墓地
墓葬中出土大量柳叶形剑，体现了古蜀亦农亦兵的社会组织形式

周代遗址——犀园村遗址航拍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出土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