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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沐妍）12月 21日，
国家文物局发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
四个项目分别来自陕西、湖北、湖南，跨度
上千年，既有展现中国古代祭祀制度的祭
祀遗址，也有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规模最大
的独立墓园。其中，宝鸡市下站遗址和西
咸新区北城村墓葬群两个考古发掘项目均
来自陕西。

据了解，下站遗址位于宝鸡市陈仓区磻

溪镇下站村，地处秦岭北麓渭河南岸的台塬
之上，总面积约 23万平方米，经勘探共发现
各类祭祀坑 1400余座。

北城村墓葬群位于空港新城城北杜街
道北城村，自贸大道以东、北杜大街以北、北
杜北街以南的洪渎原上。该墓地的发掘自
2021 年开始，截至今年已经发掘墓葬 385
座、围沟 5处、灰坑 106个、道路 2条。整个发
掘区可以分为Ⅰ、Ⅱ、Ⅲ、Ⅳ四个部分。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发布

陕西两个考古发掘项目入围

本报讯（见习记者 谢明静）12月 22日，
丹凤至山阳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丹凤县和山
阳县之间的通行距离将减少 60公里，节省时
间 40分钟以上。

据悉，丹凤至山阳高速公路属于国家高
速公路G4015丹（凤）宁（陕）线东段，是陕西
境内横贯秦岭南麓的一条重要东西向联络
线，项目全长 38.5公里。路线起于丹凤县竹
林关镇东，设竹林关枢纽互通立交与沪陕高

速相接，向西经竹林关镇、土门镇、银花镇、
中村镇、洛峪街，终点于高坝店镇南侧设高
坝南枢纽立交与福银高速相接，实现了沿线
5个乡镇高速公路出口全覆盖。

通车后，路线将连接 G40 沪陕、G70 福
银、G65包茂、G7011十天、G5京昆 5条国家
高速公路，对实现陕、豫、川、渝、鄂、蒙 6省
（自治区、直辖市）高速公路网高效便捷、互
联互通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丹凤至山阳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两地间通行时间节省40分钟以上

不知何时起，一股“摆摊风”在年轻人中流行
开来。一些年轻人出于“好玩”“追潮流”的心态
加入摆摊大军，认为赚钱与否不是最重要的，开
开心心过上自由生活才是王道；部分年轻人因求
职不顺，将摆摊当作暂时过渡的谋生手段；当然，
也有年轻人通过摆摊获得了可观经济收入，并以
此为跳板给创业积累经验……

摆摊，似乎成了年轻人寻找不同事业发展方
向、探寻不同人生可能的“试验场”。

“佛系”摆摊，拒绝内耗

12月 20日 18时左右，西安市新城区民乐园
皇城里步行街华灯初上，人头攒动。步行街两边
摆满了小摊，特别是 90后、00后的年轻摊主，俨
然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这个真有意思。”“我要底座有大熊猫的这
个。”一家卖“摇摇乐”文创玩具的小摊不时有人
光顾。顾客只需选好底座，将照片发给摊主，5
分钟之后，就可以带走一个贴着自己照片的小
摆件。

摊主贝贝和江岳都毕业于艺术类院校，他们
的摆摊充满了随意性。“我们比较‘佛’，什么火就
卖什么，别人卖什么我们就卖什么。”贝贝告诉记
者，他们在选产品上更偏向于有趣、好玩，这样更
好卖。

江岳曾经是一名室内设计师，上班一年半
后，他发现这份工作与想象中的落差太大，“不自
由，每天都在精神内耗，所以辞职摆摊了。”

在贝贝看来，摆摊成本低又方便，“最重要的
是，通过摆摊，我感觉精神被解放出来了。”江岳
则表示，他从摆摊中学会了各种技能，也学会了
自洽，“暂时停下来，思考未来的路。”

一边过渡，一边尝试

2000年出生的康凯是摆摊大军中的一员。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西安一家互联网公司，成为

一名视频审核员。今年 6月被裁员之后，他投出
了 100多份简历，面试了 20多家公司，却因各种
原因未能入职。

“求职是双向选择，我想找一份薪资、距离、
休假各方面相对理想的工作，但这段时间也不能
闲着，所以选择摆摊，过渡一下，顺便试一试，万
一成功了呢？”康凯说。

在做餐饮业姐姐的指导下，他支起了炒面
摊。“味道是最重要的。”康凯告诉记者，开业之
前，他先邀请了身边朋友试吃，根据建议不停调
整，直到炒面顺利通过试吃考核。考虑到摆摊的
位置处在潮玩街区，年轻人居多，在卖炒面的基
础上，他又增加了汉堡与紫菜包饭。

康凯学的专业是广播电视编导，更想做视频
拍摄与剪辑相关的工作，但他认为，摆摊与追求
理想之间并不冲突。“我正在尝试拍摄一些摆摊
的视频，通过自媒体平台吸引流量，让小摊红火
起来。”他说。

为创业积累经验

一个9平方米左右的摊亭，一架烤炉、一把椅
子、一张桌子，简单布置后，邢月语的温馨“小店”
就开张了。

邢月语的摆摊经历稍有不同。“我的专业是
经济学，上大学时就开始摆摊了。”她说，“我对电
商很感兴趣，一直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毕业
之后，她先去浙江学习了一段时间的电商，返回
西安后正式走上了摆摊创业之路。

在位置选择上，邢月语并不盲从，更看重在
有客流潜力的地方摆摊。得知民乐园步行街正
在招商，她考察之后谨慎选择了南边街区，“这里
虽然现在看着人不多，但靠近狮吼广场，后期有
好的节目入驻，一定会是下一个‘爆’点。”

在选品上，邢月语也花了不少心思。“第一
次在网上看到‘罐罐烤奶’就觉得很新奇，随后
我走访了西安的几个大型摆摊集市，发现卖‘罐

罐烤奶’的人不多。”考虑到产品单一不利于后
期发展，她又推出了花式烤红薯和冰糖烤梨两
款产品。

“摆摊的月均收入有 1 万元，足够养活自
己。”邢月语告诉记者，“但不会一直摆摊，小店
步入正轨之后，我会按照这个模式，选择别的
产品再开两家甚至三家店，为下一步创业积累
经验。”

在大大小小的街道，像江岳、康凯和邢月
语这样的年轻摆摊人还有很多。他们脚踏实
地，用奇思妙想在多元发展的社会中寻找着自
己的路径，拒绝被裹挟，掌握主动权，一步步实
现自我价值，挣得未来。（应受访者要求，文中
人物均为化名） 文/图 见习记者 张代弟

邢月语正在制作饮品。

摆摊的年轻人：积攒经验挣未来

→12 月 22 日，陕煤
集团韩城矿业公司桑树
坪二号井开展“爱在冬
至 情暖职工”井口慰
问活动，为升入井职工
送去饺子及美好祝愿。

通讯员 王韩腾
陈思蒙 摄

←12月22日，
西安市灞桥区总
工会联合各级工
会在市民中心工
会爱心驿站等多
家驿站开展“冬至
到 暖意达”送饺
子系列活动。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12 月 22 日，在长安银行西安曲江新区
支行工会爱心驿站，工作人员准备了热腾腾的
饺子和水果、茶水，为附近的环卫工人过一个
温暖的冬至。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朱豆豆）“天太冷了，冬至在工地吃到热
腾腾的饺子很满足。”一名施工作业人员高兴地说。12月 22
日，中铁北京局阎良保障房项目为坚守在施工一线的百余名
建设者送去了多种口味的暖心水饺。

当日，项目职工分工合作，和面、擀皮、调馅，用心包出一
个个皮薄馅大、色鲜味美的饺子，并将热气腾腾的饺子送到
施工现场。一盘盘爱心饺子，让争分夺秒推进施工的建设工
地有了家的味道。

据悉，该项目位于西安市阎良区，规划总用地面积 3.7万
余平方米，拟建内容主要包括 9栋住宅及配套公建、停车场
等工程。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总体施工任务的 65%，建成
后将解决阎良老城区2000余人的住房问题。

中铁北京局阎良保障房项目
为一线建设者送暖心饺子

↑12月22日，中建七局四公司国网陕西电
力新基地项目举办“情暖农民工·冬至送饺子”
活动，让寒冬里依然奋战在一线的工人感受到
家的温暖。 通讯员 邹艳艳 摄

←12 月 22
日 ，中 建 四 局
杨凌职业技术
学院项目为一
线职工准备了
热气腾腾的饺
子 ，还 为 工 友
们送去棉手套
等物资。

张晨俊 摄

↑12 月 22 日，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
司组织职工包饺子，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通讯员 孙梓芯 摄

冬至饺子 温情暖心

12 月 21 日，商务部网站公布新一
批中华老字号拟认定名单，共有388个
品牌入围，平均“年龄”达138岁。

早在2006年，我国就启动了“振兴
老字号工程”。2022年，中华老字号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超过1.2万亿元，税收
贡献达 2700 亿元，吸纳就业 87.2 万
人。今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
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老字号促进消费
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2023年前三季
度，中华老字号企业营业收入已超过
2022年全年水平，发展势头强劲。

然而，近年来一些老字号面临的
机制僵化、观念陈旧、创新不足、传承
无力等突出问题，仍制约着老字号焕
发新活力。更有人曾总结出老字号

“三大靠”：靠扶持、靠补贴、靠采购，其
发展困境可见一斑。今年 5 月，个别
中华老字号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引发
社会关注，商务部和地方相关部门对
一些老字号公司进行约谈，对其他老
字号也起到了警示作用。

老字号不是倚老卖老的借口，“终身制”
已经开始打破。一个多月前，商务部联合相
关部门公布中华老字号复核结果，将55个品
牌移出中华老字号名录，对73个品牌要求6
个月内予以整改，向社会传递了鲜明信号，让
更多人意识到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
制，让老字号“卷起来”，才能把“金字招牌”越

擦越亮。
老字号引领新风尚，不能“躺平”吃

老本、卖“老饼”。对于企业而言，要将
传统经营方式和互联网、大数据现代技
术手段相结合，积极开展跨界融合，开
发新产品，吸引新顾客，开拓新市场；对
于相关部门而言，一则要扩增量，深入
挖掘地方资源，深入收集整理传统产品
和技艺，通过推动老字号企业积极引入
社会资本等提升市场竞争力；二则要提
存量，大力弘扬老字号文化内涵，提品
质、创品牌，通过提升消费体验、线上线
下联动、促进融合发展等，培育新动能、
实现新发展。近年来各地组织“老字
号嘉年华”活动，培育老字号集聚区、
建设博物馆等，就是富有新意的探索，
创造了可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老字号做大做强，因地制宜的规
划引领不可或缺。以广东为例，老字
号行业集中度高，深厚的饮食、医药文
化背景造就了一批食品、餐饮和医药
行业老字号，占总数量的 2/3，剩下的
1/3 则分布在服务业、工艺、制造业等
行业。对此，广东印发《广东省促进老
字 号 创 新 发 展 行 动 方 案（2022-
2025）》，有针对性地提出“六个一”行
动，为老字号的创新发展描绘了“路线

图”，对于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搭建推广平
台、激发企业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杀死老字号的，就是标榜自己是老字
号的。”正如业内人士所说，当时代在变化，
竞争更激烈，老字号如果不能与时俱进，适
应消费者的新口味、新习惯，就势必会“成也
老字号，败也老字号”。 （陆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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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12月 22日，记者
从省文物局获悉，省财政厅、省文物局近日联
合印发《财政支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措施》，提出了一揽子 24条具体措施，拿出
真金白银支持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对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及成功
创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地区和单位给予最
高 2000万元奖补，支持杨官寨遗址、芦山峁
遗址、石峁遗址、太平遗址、秦始皇兵马俑坑
等重要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对成功创建“世
界一流考古机构”“全国一流考古学科”的单
位给予最高 2500万元奖补。按“一事一议”
方式支持“一带一路”沿线重大考古项目。

支持黄帝陵、秦始皇帝陵、西安城墙等保
护利用工程，推进长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
公园（陕西段）建设，对遴选的重点项目给予
最高 1000万元支持，对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的项目给予最高3000万元奖补。

对成功创建国家示范引领纪念馆和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给予最高 500万元
奖补，对革命文物融入学校思政课程获得全
国推介、入选“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佳案
例”的项目给予50万元奖补。

对成功创建世界一流博物馆、国家卓越
博物馆的分别给予 1000万、500万元奖补，对
在国家博物馆等级评定中取得 1至 3级等次
的以及获得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的给予最高 200万元奖补，对博物馆纪念馆
免费开放绩效评估为优秀的给予最高 300万
元的奖补。

每年安排 500万元支持开展文物保护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课题研究。对获得国
家和省级博物馆教育“十佳”案例的给予最高
100万元奖补，对多样性文物主题出境展览及
多文明主题高品质进境展览，每项给予最高
300万元补助。

对成功创建国家及省级文物保护利用示
范区的给予最高 2000万元奖补，支持有条件
的镇、村和街区依托本地文物资源打造文物
保护利用特色区域，对试点区域给予最高200
万元奖补；对全国及省级区域性文物主题游
径给予最高 500万元奖补；对具有国际国内
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领军单位和品牌
给予奖补。

对成功创建全国及省级重点实验室的给
予最高 1000万元、100万元奖补，对成功申报
省级及以上课题的给予 1：1配套资金支持。
支持陕西数字博物馆和虚拟展览建设，每年
遴选支持一批文物数字化保护及创新示范项
目，每个示范项目给予最高200万元补助。

支持高等院校公费定向培养文物全科人
才，支持培育文物领军人才和中青年创新人
才，对高层次人才项目入选团队给予最高400
万元补助。

奖补最高达3000万元

陕西“真金白银”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12月 22日，记者
从省残联获悉，由陕西省特奥委员会发起的
特奥万里行活动自 2023 年 2 月在西安拉开
序幕以来，全省已有近 2.5 万人次参与、受
益，社会关注度高达 8000余万人次。

“特奥万里行”系列活动是推动陕西特
奥全域合作的重要举措，即陕西省特奥委

员会从 2023年开始，计划利用三年时间，通
过与全省 107个区县、75所特殊教育学校、
百余所特殊教育机构及各地市残联基层组
织建立合作，将特奥活动服务惠及全省特
奥群体。2023 年，陕西省特奥委员会成功
举办特奥万里行赛事活动 5次，参与人数达
1000多人次。

陕西特奥运动搭起青少年残健融合桥梁
全省已有近2.5万人次参与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