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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永安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
会于2022年6月16日在公司一会议
室召开，出席会议股东代表及授权代
表共计 8人，持有公司 89.53%的股
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
定。

经到会股东审议、表决，一致同
意通过：

一、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三、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2021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意
见；

五、2022年度生产经营工作重
点；

六、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七、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八、公司《第十四个五年发展规

划纲要》；
九、公司更换董事的提案。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
永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0日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永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揭 青铜王国秘
聚焦首届盐源青铜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研讨会

考古大咖走进盐源老龙头遗址
专家建言：对老龙头遗址做好分期、建立文化谱系

广安前锋：“红黄绿”亮牌督办项目建设
项目建设如何督战问效？近日来，在广安市前锋区委、区政

府大门口，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重点项目每月、每季度推进情
况，对于超进度、达到时序进度的亮“绿牌”，对未达到时序进度
的亮“黄牌”，进度严重滞后的亮“红牌”。

今年以来，为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
善发展作用，前锋区纪委监委下发《关于对区委重大决策部署开
展重点监督工作方案》，通过试行“红黄绿”亮牌督办机制，倒逼
各地各部门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加快推进全区重点项目建设。

今年一季度，前锋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3%，增速位
居广安市各区市县第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前列，项
目投资攻坚战首战告捷。 （乾季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闫雯雯周琴
摄影陈羽啸杨博

为什么盐源是四川的又一“青铜王
国”？老龙头遗址的先民们有着怎样的
精神世界？未来对老龙头遗址有着怎
样的规划？盐源还有哪些未解之谜？

6月18日至19日，“探秘定笮古文
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
届盐源青铜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学术研讨会”在盐源县举行，一大批
专家齐聚盐源，对盐源文物考古、民族
历史文化等课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
学术讨论。19日上午，专家们来到老
龙头遗址进行考察。

探访遗址
东西走向的墓地

是否与墓主人的精神世界有关？

盐源，是高山之间的一块坝子，柏
林山、小高山、北山在周围此起彼伏。
老龙头遗址的地势稍高，处于一道山
梁上。

也许，几千年前，古代盐源巫师就
是见到了这里的美景，为族人们选定
了这里作为长眠之地。

6月19日，考古工作人员对着展
板，向前来老龙头遗址现场考察的专
家们介绍了此前出土的部分文物和取
得的一些考古成果。

实际上，盐源老龙头遗址早在
1987年便引起了考古学家们的注意，
并在1999年和2001年先后进行了两
次抢救性发掘。

最新的一次考古发掘从2020年4
月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
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联合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盐源县
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连续三
年对老龙头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
掘。目前考古发掘还在继续，最新发
掘成果将在之后公布。

在老龙头遗址，考古人员发现，这
里的很多墓葬都呈东西走向，遗骨的
头朝西，有少部分的头骨向东。据当
地村民说，老龙头遗址的西边以前有
两块立石，像龙角，所以此地以“老龙
头”命名。而大多数墓葬中的遗骨都
是头向西，不知是否与当时人们的精
神世界有关。

寻道润盐
老龙头遗址

是否与南方丝绸之路相关？

6月18日，盐源柏林湖，夜风中传
来隐隐约约的马铃声，清脆动听。

实际上，盐源自古就不缺马铃声。

千百年来，马帮用人背马驮的方
式，将盐源出产的食盐，沿着南方丝绸
之路的重要支线“润盐古道”，运往西
昌、雅安、云南。

6月19日，在老龙头遗址，一名专
家指着展板上的一个青铜枝型器说
道：“看，这个枝型器的上面有两匹马，
实际上，在老龙头出土的文物中，有很
多跟马有关，不仅有实用性的马具，还
有马身上的装饰物。另外，部分墓葬
曾经发现过以马殉葬的情况，说明了
马在当地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老龙头遗址所在的位置在润盐
镇。虽然“润盐”这个名字是在元代才
设置的，但史书上记载，从秦汉时期，
这里盐铁生意就备受重视。

有学者认为，“润盐古道”或是“蜀
身毒道”的西道，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
重要一段，这也解释了为何老龙头遗
址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

在老龙头遗址的展板上，列举的出
土文物有几十种之多，既有受到滇文化
影响的山字格剑，也有受到北方草原文
化影响的马“节约”等，甚至还有发源于
埃及的费昂斯珠饰，与盐源当地的红色
玛瑙石串在一起，特色鲜明。

恰好，在前一天，四川省民族研究
所研究员李星星曾提到过：“盐源是西
南远古民间商道的重要干道，古代南
方丝绸之路，绕不开盐源。”在老龙头
遗址听到考古人员的介绍后，他更坚
信了这一点。

遗址未来
仅发掘三分之一

还有大量空白可以填补

老龙头遗址的墓地之密集，出土
文物之多，让人惊叹。自从2020年4
月开启新一轮抢救性考古发掘至今，
经过勘探，确定老龙头墓地范围为

12211平方米，联合考古队发掘面积
约3500平方米，已清理墓葬1100余
座，殉马坑1个。

在6月17日下午召开的“考古中
国：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夷”方案研讨
工作会上，盐源老龙头考古项目也被
列为未来西南夷考古的重点规划项
目。这就意味着，老龙头墓地在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研究“西南夷”的
一个重要的考古发掘地点，而且随着
各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加入，对老龙头
遗址的认识会越来越深。

在考察老龙头遗址的众多专家学
者中，河南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原所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
张新斌头戴草帽，细细地在老龙头遗址
转了好一会儿。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盐
源，盐源的地理风貌、灿烂阳光，给他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他第一次来
到老龙头遗址。实地造访，感受更深。

他提到了老龙头遗址出土的枝形
器。青铜枝形器是老龙头遗址最具特
质的青铜元素，双马是此类青铜枝形
器最为常见的主题。近年新发现了一
批新的动物形象，如猪、鹿、爬行动物
等，它是盐源青铜文化区隔于周边青
铜文化的重要特征，同时也反映出老
龙头族群独特的丧葬习俗和信仰崇
拜。张新斌说：“枝形器可能跟巫师巫
术联系在一起，这对研究老龙头墓地
的精神世界是有很大关联的。”

盐源县老龙头遗址考古近三年来
取得的重要突破表明，青铜时代川滇
区域中心已经形成，未来如何能让盐
源青铜文明被更多人知晓？张新斌提
到了三点：一是工地本身做好研究、分
期；二是在研究老龙头墓地的基础上
研究这些人生活的城聚；第三是通过
对老龙头墓地这些年来的发现，逐步
把分期和文化谱系建立起来，“我们期
待四川考古能有更大的收获。”他说。

19日上午，专家学者在盐源县老龙头遗址进行考察，探寻盐源青铜文明。

探访盐源摩梭博物馆
感受独树一帜的摩梭文化

盐源，作为人类栖息地，有文
物可考的文明史最早可追溯至石
器时代，这里生息着汉、彝、藏、蒙
古、回等 14个民族，尤以泸沽湖畔
古老的摩梭母系文化闻名于世，有
母系氏族“活化石”和东方神秘“女
儿国”之称。

6月19日下午，在“探秘定笮古
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首届盐源青铜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学术研讨会”举办期间，来自
全国多地的考古学、历史学、人类
学、民族学专家和学者，前往盐源摩
梭博物馆实地探访摩梭文化，了解
摩梭人的发展历程、感受当地风土
人情。

盐源摩梭博物馆位于当地泸沽
湖镇博树村，坐落在原左所土司府遗
址上，是世界上唯一系统展示摩梭历
史文化与民俗风情的专题博物馆，占
地面积80亩，一期建筑面积4500平
方米。作为摩梭家园建设保护的重
要组成部分，摩梭博物馆建筑设计充
分体现传统摩梭文化元素，建筑风格
独具特色。

据盐源摩梭博物馆副馆长李建
平介绍，馆内现有文物 410 套件，
其中一级文物 1 件，二级文物 11
件，三级文物32件。“我们对馆藏文
物都进行了建卡、拍照、绘图、测量、
建档等基础工作，做到账账相符，账
卡相符，账实相符。”记者在现场看
到，这些文物种类丰富，既有珍贵文
物如石器、青铜器、土司印、土司委
照、土司界碑、经书、达巴象形文字
等，也有近现代摩梭生产生活用
品、用具、服饰、摩梭人的祖母屋、
花楼等。

在博物馆探访过程中，专家学者
们系统观看了摩梭人的世居地、摩梭
人的生产生活（马帮、农耕、渔业、狩
猎、建筑）、日常生活用品、生产工具，
摩梭人的饮食习惯、音乐舞蹈、服饰、
民间故事与神话传说，以及摩梭绘
画、织花腰带、纺麻线、“甲搓”舞等摩
梭非物质文化遗产，直观地了解摩梭
人的历史、文化，领悟盐源的民族多
样性和文化共同性。

摩梭人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形
成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社会、经济
结构、生活习俗等，也是当今世界
最受人关注的民族文化之一。李
建平说，“我们博物馆每年接待全
国各地游客 10 余万人次，从 2014
年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各地游客100
余万人次。”

近年来，为将独具魅力的摩梭文
化展示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摩梭
博物馆不仅创造性地打造了一个以
摩梭文化品牌为主题的博物馆，还积
极与相关设计公司合作，设计制作
《花腰带》《画卷里的母亲湖》等MV
视频，《摩梭家园》《心中的泸沽湖》
《相约在冬季》等宣传画册，以及钥匙
扣、冰箱贴、玩偶等具有泸沽湖特色
的旅游纪念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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