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周树全（男 5101031954042

01632），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
承租我中心位于成华区荆顺东
街 259 号荆竹苑 3 栋 2 单元 2
楼 6号保障性住房。周树全于
2023年 3月 24日死亡。

田德祥（男 5101031950111
92210），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
承租我中心位于成华区荆顺东
街 259号荆竹苑 3栋 1单元 17
楼 1号保障性住房。田德祥于
2023年 12月 27日死亡。

田国兆（男 5101021941032
0031X），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
承租我中心位于成华区荆顺东
街 259 号荆竹苑 3 栋 2 单元 5
楼 5号保障性住房。田国兆于
2023年 1月 18日火化。

请以上承租人的法定继承
人于公告之日起 7日内速往承
租房处置其生前遗留在房屋内
的物品并告知相关小区物业服

务中心。逾期未处置，我单位
将依法对其承租房屋内遗留所
有物品予以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28）86279423
成都市公共住房服务中心

■成都盛创盈联信息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公章编号510109
6213216，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096213217，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096213218. 法 人 章 编 号
5101096213220各一枚声明作废。
■乐至县本草堂济康堂药店的
法人章：全琼（编号 513922000
6970）遗失作废
■成都市金顶电线电缆有限责
任公司合同专用章（编号：5101
008219445）遗失，声明作废。
■洪枚于 2024年 4月 1日不慎
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510105
197509221527 效 2019.12.03-
2039.12.03 特此声明。

■达州市拓远物资有限公司原
公章无编码遗失作废。
■成都万宇格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编码：510104072
2627），声明作废。
■四川九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421MA6BMA419T）正副
本、公章（编号：511421002817
3）均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成华区春芝城建
材 经 营 部 ，遗 失 公 章 ( 编 码
5101085377731)声明作废

■四川自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MA62Q35U7H）正副
本、公章（编号：510105508295
5）、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5
5082956）、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055082957）、合同专用章
（编号：5101326108091）、肖鲜
法人章（编号：510132610776
9）遗失作废
■四川跃辉机械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持有公章（编号 51011350
39095）遗失作废

■成都旭辰大药房原法人陈国
洪法人章（编号：51012500574
26）遗失，声明作废
■由由通（成都）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章，编号
5101075716319，声明作废。
■四川喜路服饰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85451537）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孟涣科技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编号：510107589618
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金牛区乾魏针纺织品经营部
公章（编码:5101060940955）、
财务专用章（编码:5101060940
958）、魏汉桥法人章（编码:
5101060940960）遗失作废。
■成都展凌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于洋法人章一枚，编号：51010
96465656，声明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双新建材经营
部公章（编号：510107004540
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今日喜逢杨茹生辰，祝福我
的好友：阿茹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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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2019-51057（1、2）号地块项目业主/相关人员：
我公司在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正兴街道秦皇寺村一组、

二组、三组修建的招商2019-51057（1、2）号地块项目已建设竣
工，现已进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公示内容张贴于项目出入口处，
公示时间为2024年4月17日 至2024年4月23日。特此公告

成都招商天府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7日

公 告
四川天府新区招商2023-50129号地块项目业主/相关人员：

我公司在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正兴街道秦皇寺村一、三
组修建的四川天府新区招商2023-50129号地块项目已建设竣
工，现已进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公示内容张贴于 项目出入口 处，
公示时间为2024年4月17日 至2024年4月23日。特此公告

成都招商天府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7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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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
万里荒漠中的千年故城

楼兰是我国古代西域地方政权之

一，地处新疆若羌县境内罗布泊北岸，

因扼守丝绸之路咽喉，曾是东西方重

要的商品集散地和中西文化荟萃之

处。然而在辉煌了数百年后，楼兰在

历史舞台上无声无息地消失，留下一个

未解之谜。

100多年前，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

布泊探险时，首次发现了楼兰并将之公

布于众。从此，掀起长达一个多世纪的

“楼兰考古热”。近几十年，我国科学家

深入罗布泊，揭开楼兰神秘面纱，将淹

没在历史浮尘下的辉煌文明重现人间。

如今的楼兰遗迹轮廓依稀可辨。

通过航拍俯瞰，可见城郭基本为方形，

占地面积10.8万平方米。楼兰故城东

北区，坐落着残高约10.4米的佛塔遗

址，不远处有一处官署遗存，考古工作

人员叫它“三间房”。虽经风沙侵蚀，遗

迹依稀可见，房屋用土块垒砌，东西两

间较狭小，中间一间较宽大，形制规格

较高，布局严谨。

往事越千年，这些见证过楼兰兴衰

的古遗址在狂风细雨中，或风化、或返

碱、或逐步被夷平。为了保护楼兰遗迹，

一群楼兰文物保护站的文保员扎根在环

境恶劣的罗布泊，守护着古老文明。

19岁的阿迪力江·吉里力是文保员

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的工作是在大漠

深处日常巡视，不让文物盗窃者或者游

客进入故城和附近的墓葬群，一次大概

两个小时，大多时候，沿途只有死寂般

的荒凉。

寂寞是这份工作的底色，也常有惊

险时刻。多年前，保护站站长李鹏飞曾

经碰到过拒不听劝，甚至“抄家伙”威胁

他们的闯入者，最终在公安机关的帮助

下，这些闯入者被全部带走，并搜出了

他们试图盗走的文物。

大漠孤烟，雄关漫道。楼兰故城及

周边气候异常恶劣，最近几年的气象资

料显示，该区域8级大风天数年均高达

80天，浮尘天气115天至193天，夏季地

表温度70摄氏度。尽管环境艰苦、条件

恶劣，但提及工作，阿迪力江依然是满

满自豪：“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文物，

都有着重要价值。”现在楼兰有2处保护

站，每个站都有人值守。

“相关部门以最大努力保护了楼兰

故城。”李鹏飞告诉记者，2020年6月，中

铁西北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深入罗

布泊，顶着高温和风沙，克服恶劣环境，

对楼兰故城内的佛塔遗址和官署遗址

进行长达170天的抢救性修复。

42岁的文保员马壮来保护站前对

楼兰知之甚少，而今他已阅读了大量历

史书籍，对守护故城感情逐渐深厚。“我

们与古迹为伴，耐得寂寞、吃得风沙、扛

得暴晒，虽然苦，但甘之如饴。”

见证
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楼兰之所以蜚声海内外，除了它的

消失之谜，还因为这里出土的文物具有

多重价值。

“三间房”西面的垃圾堆里发现了

诸多汉文、佉卢文等木简和纸质文书，

“西域长史”或“长史”的官衔及活动记

载频频出现。

其中，写于东晋时期的《李柏文书》

引人注目。据考古学家孟凡人考证，西

域长史李柏在讨伐叛变的戊己校尉赵贞

前，给焉耆王龙熙写下这封书信，意在争

取其对自己讨逆的支持，避免腹背受敌。

“由这些文字可知，这里曾是西域

长史的治所、驻地。”楼兰博物馆馆长冯

京表示，木简和文书的发现，证明当时

楼兰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重要门户，

中央政府使用中原王朝的制度和管理

体系管辖此地。

2015年，“张帀千人丞印”字样的铜

制官印在楼兰出土。考古人员表示，

“张帀”可能是西域长史管辖下的某一

地名。

在稳定的政治共同体下，中原与西

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

上互相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

相互亲近，活动地域上交错，甚至血缘

上渗透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龙、虎、天禄等瑞兽昂首阔步，“望

四海贵富寿为国庆”九个字古拙奔放，

楼兰出土的织锦，虽然右侧边缘已残，

但其精美的纹样仍令人赞叹不已。

“织锦铭文展现了汉代中国面对世

界的博大胸襟，以及立高怀远、积极进

取的文化精神，表达了对国家繁荣昌盛

的美好愿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

长李文瑛说，带有吉祥语的织锦，其中

有不少是汉王朝封赏赐赠给西域绿洲

城国首领及贵族的礼品。

以丝路“楼兰道”为纽带的中原—

西域交通大动脉有机地将军事、政治及

楼兰居民的生产生活结合在一起，推动

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

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共同体下被进一

步建构。

悠悠古丝绸之路上，楼兰也见证了

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考古人

员曾在此发掘出来自异域的海贝、珊瑚

和蚌饰件等。

透过楼兰故城中佛塔遗址，可以看

到公元3世纪至4世纪，这片土地盛行佛

教的景象。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

院助理教授潘攀说，佛塔坐落于楼兰故城

中很重要的位置，它的存在证明佛教东传

后曾在当时的楼兰地区传播并发展。

激“活”
楼兰故事诉说千年沧桑

白云千载空悠悠，在楼兰遗址所在

的新疆若羌县，一座楼兰博物馆拔地而

起，这是我国唯一一个以楼兰文化为主

题的博物馆。冯京介绍，博物馆现馆藏

文物5717件，其中一级文物6件。

踱步展厅，展陈的一件件古老文

物，似乎向今天的人们讲述彼时的生活

万象，诉说着楼兰的千年沧桑。

《史记·匈奴列传》，是楼兰在史籍

中第一次亮相。汉武帝时，张骞凿通西

域，开辟古丝绸之路，楼兰扼守南北两

道之咽喉，商贾不绝，驼铃悠悠，一派繁

荣景象。然而，辉煌数百年后，楼兰逐

渐城郭巍然，人烟断绝。故城出土木简

文书记载了当时耕地因干旱不能完成

耕种任务的情况，专家分析，河流改道

断流、罗布泊干涸是楼兰消亡的实质性

原因。

如何复活沉寂上千年的楼兰？

2014年到2019年，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牵头，联合五家科研

单位，针对楼兰在内的罗布泊诸多科学

问题开展综合性科学考察，这次考察用

实物证据证实了汉晋时期楼兰以汉传

文化为主导。

2022年春天,已故楼兰考古专家侯

灿撰写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

正式出版。为楼兰的地理位置和规模、

从汉到晋的历史演变、形态布局等提供

了新的资料，并为楼兰测量提供了经纬

度、水渠道路、建筑遗址的精确数据。

科考过程中，一件件见证历史的文

物重见天日。同时，加强楼兰文物价值

的挖掘阐释和传播利用，让楼兰文物

“活”起来的工作也日渐兴盛。

“楼兰遗址是丝绸之路的亲历者、

见证者和参与者，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

中华文化符号。”李文瑛认为，楼兰见证

了中央政府西域治理体系的构建，也见

证了中华文明自信拥抱世界。

“楼兰是让世界了解东方大国的重

要遗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孟宪实表示，国内也越来越关注楼兰研

究，楼兰的思想和文化特性将在不断的

深化研究中进一步得到充分阐释。

文图均据新华社

楼兰故城：诉说千年沧桑的神秘遗址
楼兰，一个熟悉而又神秘的名字。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
终不还。”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名句脍炙
人口。

身穿毛织物，足蹬毛皮靴，头戴尖
毡帽，距今3800多年前的“楼兰美女”被
发现时轰动一时，给人以无尽遐想。

在考古工作者的接续努力下，反映
魏晋官吏制度的铜印“张帀千人丞印”、
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辉煌呈现《李柏文
书》……一件件楼兰文物，一处处楼兰
遗迹拂去黄沙、重见天日，彰显着楼兰
现存遗迹建设者的中原属性，见证着西
域与中原的紧密联系，讲述着中华文明
的多元一体。

楼兰在哪里？它因何而兴，因何而
亡？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它给后人留
下什么启示？

楼兰故城遗址。 若羌县楼兰博物馆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