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天满地泥，晴天全是灰。起风
吹一吹，扬尘漫天飞。”这是过去人们
对建筑工地的直观印象。

近日随市住建局、市建筑工程质
量和安全监督站同志一行踏访随州城
区部分建筑工地发现，过去泥水横流、
扬尘漫天的场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绿色生态的施工围挡，干净整洁的
场地道路，配置齐全、运行有效的冲洗
降尘设备和管理制度。建筑工地，脏
乱差的面貌正在改变。

建 筑 工 地 管 理 插 上 科 技 的“ 翅
膀”。今年，市住建部门还积极推进智

慧工地建设试点工作，不断提升行业
监管水平与服务能效，推动建筑业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绿色发展，健康发
展。

设施标准化

5 月 20 日下午，白云湖畔的随州
城市公共活动中心综合体项目建设正
酣。

不打招呼、不要陪同，直插现场。
随市住建局、市质安站一行走进工地
现场看到，3个工地入口，人脸识别、机
动车牌照识别等系统正常运转。施工

人员、施工车辆各行其道，分别由不同
的大门进出。

干净的进场通道两侧，安全质量
体验区、钢筋加工棚、茶水间、休息室
等功能分区设置合理。正在施工的建
筑主体四周栽植的一株株红叶石楠，
为工地增添了一缕新绿。“接下来还将
铺上草皮，在有效防止扬尘的同时，扮
靓工地环境。”综合体项目施工单位现
场负责人介绍说。

建筑扬尘是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
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市住建局大
力推进建筑工地“五化”建设（工程施

工围挡标准化、冲洗设施自动化、施工
道路全硬化、降尘洒水喷淋化、裸露土
方覆盖化），高标准整治建筑扬尘。

在随州城市公共活动中心综合
体、随州市中医院新院（中西医结合肺
科医院）等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工地采
用仿真草皮围挡，车辆出入口安装冲
洗装置，建筑主体外防护脚手架及建
筑围挡上上安装了喷淋装置，扬尘噪
声自动监测系统实时显示工地气温、
风速、PM2.5 等指标数据。达到临界
值时，系统自动发出预警，“通知”施工
单位采取治理措施。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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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用公筷；行车慎为本、开车礼当先；车不超速、人走行道；消防安全齐参加，预防火灾靠大家；
生产再忙，安全不忘。 （随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随州市安委会）

距辛丑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开幕还有 天6

办好寻根盛会办好寻根盛会
讲好随州故事讲好随州故事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
在地球上，许多族群的祖先们都为今人留下了一笔

巨大的文化遗产——岩画。作为文字产生之前人类早期
活动的遗迹，史前岩画记录了人类童年时期的生产、生
活活动，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

随州桐柏山岩画，是炎帝神农文化的遗存，记录着
中华民族童年时期的诸多信息。在这些岩画中，一幅太
阳神岩画，被专家认为是迄今最早的炎帝神农石像。

太阳神岩画，中原地区首次发现

这幅太阳神岩画，位于随县淮河镇龙泉村桐柏山支
脉第七岩画点，处于半山腰处的一块岩石上。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岩石所在地类似祭坛状，地势
平缓，植被丰茂，东有小溪，周围高山环绕。目前，神农部
落景区已建设“太阳神殿”予以保护。岩石保存大致完
好，石面朝向上方，整块岩石上布满凹穴和刻痕，共计有
121个凹穴、15道长短不一的金属刻痕。太阳神像位于整
幅画面的东北部，长 20 厘米，宽 27 厘米，厚 8 厘米。太阳
神像顶部约 10条光芒状线，刻痕较深，下部约 5条光芒状
线，刻痕较浅。面部圆环形和圆点表示双眼，两侧有弧线
状纹饰，鼻部有圆环形刻痕，鼻部以下有双凹穴。该神像
面部不同部位风化程度有明显差异。

这座神像是人面与芒线的组合，是典型的太阳神形
象。该太阳神岩画是我国中原岩画中首次发现的太阳神
岩画，其形象已成为神农部落景区桐柏山岩画的标识。

这幅太阳神岩画风化程度有差异，面部风化明显，
脸颊两侧的鼻唇沟及头顶的射线痕迹较新，风化并不明
显。可见此太阳神岩画并非一次性完成，应该是先完成
眼、鼻等的制作，后来补上了其余部分，最终成为了我们
今天所看到的模样。

太阳神岩画，迄今最早的神农石像

太阳神岩画，是世界岩画的重要母题之一，是古人
类太阳崇拜、生殖崇拜的反映。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以人物、动物图像为主的岩画中，太阳神形象比较常
见，如宁夏贺兰山太阳神岩画就广为人知。

但是，神农部落桐柏山岩画属于中原岩画，以抽象
的凹穴、沟槽等抽象图案为主，出现具象的太阳神岩画，
很不寻常。

按照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中原岩画是中国主体民族
早期活动留下来的遗迹，其中随县桐柏山岩画是炎帝神
农文化的遗迹。炎帝神农，不仅是中华民族早期重要的
部落首领，同时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之一。特
别的时代、特别的区域、特别的图像，让张亚莎、周洪宇
等专家学者得出大致一致的看法：这幅太阳神岩画，应
该就是迄今最早的炎帝神农石像。张亚莎团队在《随州
岩画调查与研究报告》中，直接记述“该形象为太阳神形
象，远古时期始祖对太阳神的崇拜，疑似为炎帝神农
像”。

随州文化学者王文虎介绍，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
关于太阳神与炎帝的记载。如《白虎通》记载：“炎帝者，
太阳也。”说明炎帝就是太阳神。随州地区的人们自古就
崇拜着太阳神，随州一带也一直流传着炎帝神农氏的传
说。这幅太阳神岩画与随州的太阳神崇拜应该是有紧密
联系的，甚至该太阳神岩画可能就是人们对炎帝神农崇
拜的表达，人面形象可能就是岩画制作者心目中炎帝神
农的形象。随州地区一直有祭祀炎帝神农的传统，因此
太阳神岩画所在的这片区域，可能是祭祀炎帝神农的一
处祭坛，人们在此刻画了崇拜对象并在此供奉。神农部
落景区太阳神岩画，不仅仅反映出了人们对太阳神的崇
拜，同时也具有祖先崇拜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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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的“脸”，悄悄在变
——市住建局推进建筑工地智慧化精细化监管探访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张清 通讯员 倪明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云、通讯

员魏曙光）5 月 26 日至 29 日，湖北峡州
国际旅行社董事长胡时华率领深耕文
旅行业的专业团队，深入我市各重点
文旅景区、文旅项目考察，并与随州文
旅界人士座谈交流，谋划在产品设计、
线路打造、市场开拓、营销宣传等方面
的深层次合作。

峡州国旅团队一行先后来到炎帝
故里景区、西游记公园、大洪山、千年
银杏谷、抱朴谷、云峰山万亩茶园、广
水桃源村等景区和曾都区洛阳镇罗什
寨项目，认真察看、询问、记录和体验，
边走边详细了解各景区资源、规划、基

础设施建设及产业发展现状等。“请你
给来随州的游客画像”“会用哪几句话
说服外地亲友来随游玩”……围绕提前
拟定的访谈提纲，峡州国旅专业团队与
随州文旅界人士深入座谈交流，倾听发
展困惑与规划思路，并适时给予务实意
见建议。

峡州国旅团队考察后认为，随州文
旅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现有的 7
家 4A 级景区夯实了发展家底，文旅产
业发展基础好、潜力大，但吃、购等旅游
要素有待进一步完善。峡州国旅团队表
示，营销半径决定了营销成果，建议适
时扩大营销半径，拓展宣传空间，培育

多元化客源市场；要进一步找准政务承
载与市场规律的结合点，对随州独特的
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创新延伸和综合利
用，使其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要
进一步做好景区发展定位、要素配置和
品牌形象塑造等文章，不断推进文旅融
合发展向更好、更快、更深层次迈进。

深入交流为合作共赢打下了基础。
双方表示将围绕红色旅游、研学旅行、文
旅赋能乡村振兴、美食文化呈现、旅游商
品设计等进一步梳理对接，谋求在产品
设计、线路打造、市场开拓、营销宣传等
方面的更深层次合作，助力将随州文旅
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发展胜势。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清、通讯

员曾晖、周小溪）随州城市外环建设迎
来新进展。5 月 25 日上午在 346 国道随
州十岗至任家台段改建控制性工程府
河大桥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大桥桥墩已完
成浇筑，即将架设桥梁，为全线工程早
日建成奠定了基础。

346 国道随州十岗至任家台段改
建工程属 2020 年省级重点项目，道路
全长 23.82 公里，也是随州城市南外环
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规划用地压
占生态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用地预
审和建设用地审批需报自然资源部批
准，各项报批要件多、审批层级高。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成立“店小二”服务
专班，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为项目推
进提供选址、预审、用地、用林、指标保
障、技术支撑等“一对一”服务。

破解生态保护红线“束缚”，该局
抢抓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契机，协
调城南规划建设用地和生态保护红线
矛 盾 冲 突 ，调 出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面 积
21.69 平方公里，释放出约 15 平方公里

的规划城市建设用地，确保重点项目
工程实施。在该局工作专班努力下，346
国道改建工程于去年 8 月获得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9 月
获得自然资源部用地预审批复。

“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时不我待！”
为实现项目早开工、早建成目标，该局
用足政策，建议建设单位采取先行用
地和临时用地同步申报方式，解决项
目桥梁、制梁场等控制性工程用地，保
证控制性关键节点工程提前动工，不
影响工期。期间，全程跟踪、攻坚克难、
同步推进正式用地报批。今年 1 月，经
省政府批准同意先行用地 19.6 公顷，
市局批准临时用地 2.7 公顷，为项目依
法提前开工提供了保障。

自然资源部项目用地报批涉及面
广、业务性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
作专班全程跟踪，及时掌握，化解耕地
指标、失地农民保险缴纳、用地规划、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等各种难
题，力争早日上报自然资源部审批，为
项目全线开工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峡州国旅专业团队深入考察对接我市文旅产业

上图：玫瑰花
海广场一景。

左下图：市民
在 新 落 成 的 亲 水
平台上翩翩起舞。

右下图：随州
生态文化轴线。

（随州日报全

媒记者李文军、通

讯员聂少峰摄）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王聪莹、

通讯员聂少峰）5 月 30 日，白云湖水
环境园林景观提升项目隆重开园，
白云湖两岸景观全面提档升级，城
市形象和城市品质有了新的提升，
广大市民群众休闲娱乐又添好去
处。

白云湖水环境园林景观提升项
目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开工，历时 8
个月建成，总投资 7000 万元。建设

范围西起府河大桥东至编钟大桥，
包括两岸总长约 4 公里滨湖风光
带。项目设计遵循“以人为本”的
理念，围绕“生态、文化、旅游、
体闲、健身”五大主题，以景观节
点建设为载体，着力优化提升绿地
生态，配套完善绿地设施，凸显随
州地域文化特色，打造宜居城市环
境。

当日，记者来到临近府河大桥

东南侧的“玫瑰花海”，各色玫瑰
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幽香扑面。
众多市民在其中观赏游玩，徜徉花
海，流连忘返。他们有的携伴而
来，在花间走秀；有的带娃游玩，
领略自然美景；还有的在广场放声
高歌，市民纷纷称赞这里是休闲放
松的好去处。

“玫瑰花海”是白云湖水环境园
林景观提升工程项目建设的“滨水

八景”之一，是随州市第一个花卉主
题公园，园区种植 180多个品种玫瑰
近 12万株，配套建设了玫瑰花廊、茶
廊、大隋文化墙等园林小品。“滨水
八景”的其他项目富氧康体、平湖闻
道、神农乐园、清平揽胜、编钟乐舞、
水韵琴音、樱云水岸等景观建设也
已陆续开放。

副市长、市公安局长熊桢出席
开园仪式并参加健步游园。

随城美景亮相 市民纷至打卡

白云湖水环境园林景观提升项目开园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用足政策
全力服务交通重点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