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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不断扩大

企业年金覆盖面，进一步促进宁国市企业年金发展，4月26

日下午，由宁国市人社局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宣城分行和

中国人寿宣城分公司共同承办的“携手共创 幸福养老”

2023年宁国市企业年金推介会圆满召开，宁国市人社局党

组书记、局长钟奕辉，中国民生银行宣城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刘凯，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党委

委员陈兴元，民生银行合肥分行资产托管部、中国人寿安

徽分公司企业年金部和全市四十余家企事业单位代表参

加本次推介会。

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宣传介绍发展企业年金的重

要意义，充分发挥企业年金经办机构的作用，营造宁国市

企业年金工作推进的良好环境。中国民生银行、中国人

寿作为企业年金经办机构介绍了企业年金管理相关工作

经验。

活动现场，宁国市燕津城市运营服务有限公司、宁国

市金津肉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宣城分行、中国

人寿宣城分公司签订了企业年金合作意向协议。

中国民生银行拥有企业年金托管和账管资格，是托管

业务“全牌照”银行。民生银行一直积极参与、推动安徽省

养老保障事业发展，为社保工作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民生合肥分行已为包含安徽省职业年金在内的数十家企

业单位提供企业年金管理服务，充分发挥企业年金机构优

势，助力企业发展、保障民生福祉。

携手共创幸福养老
民生银行宣城分行助力宁国市企业年金政策推介

星报讯 (记者 张发平 文/图) 5月 7日下午，凌家

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揭牌仪式暨央视纪录片《探秘凌家

滩》开机仪式在凌家滩考古遗址现场举行。

据马鞍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永红介绍，凌家

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面积3.35平方公里，计划总

投资20亿元，自2013年立项以来，已历经十年保护和

建设。去年12月，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第四批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为我省再添一张国字号文化名片。凌家

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揭牌，不仅标志着凌家滩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创建工作的圆满完成，也标志着遗址公园

建设进入一个新的更高阶段。该市将以此次揭牌为

契机，以文旅融合发展为主题，深化保护研究、项目建

设、公园运营、品牌宣传等工作，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努力打造成国家级研学基地、教育实践基地、考古

实习基地、遗址公园示范地和4A级景区，全面推动凌

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高质量发展。

含山县委书记钱俊表示，该县坚决扛起使命担当，

继续推动凌家滩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转化，加快推进

考古研学小镇及遗址博物馆等项目建设，全力做好凌

家滩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进一步弘扬凌家滩文化，积极

推进凌家滩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努力把凌家滩文

化这张世界级“金名片”擦得更亮。

“我们拍摄纪录片《探秘凌家滩》，是为了见证它

折射出的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是为了见证中华民

族亘古不变的探索精神与创造精神。”当日，在《探秘

凌家滩》开机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

中心纪录片一部主任王新建说，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

薪火相传、延续后世的文化精髓。

据介绍，纪录片《探秘凌家滩》计划年底前在央视纪

录频道首播。它不仅是一部兼具思想深度和艺术美感

的精品纪录片，也将成为一张充分展现安徽独特历史文

化魅力、极具国际传播价值的安徽人文影像名片。

专家学者现场考察凌家滩遗址

第二届中国凌家滩文化论坛在马鞍山举办

200余嘉宾“论剑”凌家滩

5月7日上午，第二届中国凌家滩文化论坛在马鞍

山市开幕，主办方共邀请200余名嘉宾参加本届论

坛。主要议程为开幕式暨主论坛、凌家滩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揭牌仪式暨央视纪录片《探秘凌家滩》开机仪

式和凌家滩遗址现场考察、2个分组讨论、闭幕式。

本届论坛是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并指导，由中国

考古学会、中国文物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

文物局）、马鞍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安徽省考古

研究所、安徽博物院、马鞍山市委宣传部、马鞍山市

文化和旅游局、含山县人民政府共同承办。

据介绍，凌家滩遗址1985年发现于安徽省含山县

铜闸镇凌家滩村，遗址总面积约220万平方米，经测定

距今约5800~5300年。自1987年以来，经多次考古发

掘发现，遗址内各类遗存齐全，有墓地、祭坛、作坊、建

筑遗迹、多处居址，以及大批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

等。凌家滩遗址作为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面

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遗

址，1998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被国

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五”期

间，被列为国家文物局重大课题——中华文明探源研

究的核心遗址。2021年，凌家滩遗址作为安徽省唯一

项目，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北京冬

奥会奖牌背面设计灵感，源自于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

双连璧。2022年12月，凌家滩遗址入选第四批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名单，2023年4月获国家文物局授牌。目

前，凌家滩遗址已历经14次发掘，总发掘面积7000余

平方米，先后出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

3000多件；2022年，凌家滩遗址考古新发现入选国内

十大考古新闻。

近年来，凌家滩遗址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国史前文

明与早期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成为五千多年中

华文明的重要实证。多项考古发掘填补了史前文明

的空白，多维度揭示了早期中国的文明基因，对研究

中华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研究和宣传凌

家滩文化，本次论坛邀请国内考古界专家学者相聚一

堂集思广益，共同为凌家滩文化研究课题建言献策，

助推凌家滩遗址活化利用和申遗工作。

凌家滩遗址昭示着“中华文明的曙光”

当日，在开幕式暨主论坛上，主办方

邀请了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所、安徽省文旅厅和马鞍山市领导致

辞，王巍、宋建、刘国祥、王宁远、秦岭、吴

又进、马春梅、张小雷等8位专家教授进

行主旨发言。同时，2个分组讨论分别围

绕“凌家滩考古新发现的认识”及“凌家

滩及相关文化综合研究”主题，邀请考古

界专家和代表交流探讨、分享思路、凝聚

共识。

在分组讨论中，与会专家学者纷纷认

为，凌家滩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关

键遗存、关键节点、关键区域，昭示着“中华

文明的曙光”。大家认为，本次论坛有力地

推动了凌家滩考古发掘、研究、保护、传播和

申遗工作，擦亮了“凌家滩文化”金名片。

在谈到凌家滩遗址与良渚遗址之间的关系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会、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巍表示，凌家滩文化应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

凌家滩遗址和红山文化晚期属于同一时期，两者

的玉器存在若干共性因素。同时，凌家滩文化中还可

以看到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彩陶的影响，说明

当时在长江下游、黄河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的社会上

层之间可能存在交流，都有着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

的理念等，各个区域文明之间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

圈”。王巍向记者介绍，这也是中国史前世界各地，墓

葬随葬品最多的墓葬，它是一个玉文化很发达的区

域，经过后几次的发掘，我们发现它是一个140万平方

米的大型遗址，在巢湖地区是规模最大的，凌家滩的

重要意义就在于是良渚的前身，很可能是能够证实我

们5500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遗址。

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揭牌

鸟瞰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亘古凌家滩，入梦五千年。 5月6日至8日，第二届中国凌家滩文化论坛在马鞍山市成功举

办。经过为期三天的考察、交流和讨论，与会专家学者形成共识：凌家滩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

成的关键遗存、关键节点、关键区域，昭示着“中华文明的曙光”。

记者 张发平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