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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镜湾摩崖石刻：寻迹历史深处的金湾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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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4月13日，记者从
红旗镇获悉，该镇卫生院医技楼经过4个月的全
面改造，已于近日正式投入使用，助力改善当地
群众的就医环境，为辖区医疗卫生水平提升和人
民群众健康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

该院改造一新的医技楼，总建筑面积近
1700 平方米，共有 5层，分设放射影像、超声心
电影像、检验科、内镜中心等辅助诊疗科室。大
厅舒适明亮，各个检查科室标识明显、功能定位
精准，服务窗口整洁规范，各诊区均设有导诊
台，检查流程简洁明了，候诊厅配有候诊椅、轮
椅等便民措施。此外，医技楼各层均新增了连
廊与门诊住院综合楼连接，方便市民实现院内
一站式就诊。

据悉，在原有设备配备基础上，该院引入了
一批先进的医疗设备，包括62排超高速螺旋CT
机1台、进口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系统2台、全
自动院血液细胞分析仪、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
仪、尿液化学分析仪、尿液沉渣分析仪、进口高清
电子胃镜、电子肠镜、电子支气管镜等，能够为市
民提供二级以上医院可开展的各项医学检查检
验项目。

红旗镇卫生院建院已有五十多年。此前，由
于建院年份久，就医环境简陋破旧，功能布局不
合理，设备、技术落后，该院逐渐无法满足当地
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为此，红旗镇卫生院医
技楼改造项目于 2022 年 12 月启动，总投资约
1500万元。

据红旗镇卫生院院长范家珊介绍，红旗镇卫
生院地处金湾斗门交界处，服务辐射金湾区红旗
镇、西湖片区和斗门区城南片区，2022年服务覆
盖群众约25万人。截至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改
造，二期工程中的医技楼改造已完成，综合楼改
造工作正在推进中。

新增多个先进医疗设备

红旗镇卫生院医技楼
改造后投用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4月13日上午，平
沙镇前进社区党委、前进社区妇联、前进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组织开展“国家安全·人人
有责”——国家安全教育知识宣讲活动，吸引了众
多社区居民参加。

活动现场，社区驻点律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向大家讲述了国家安全环境面临的问题，从国家
安全教育日的由来、什么是国家安全等方面分别
进行了宣讲，重点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提升社区居民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

据介绍，此次活动旨在让辖区居民对当前
我国所处的安全环境有更清楚的认识，了解到
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知识，不断增强居民的国
安防范意识，积极支持、配合、协助专门机关共
同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为保卫国家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学习国安知识
提升安全意识
平沙镇前进社区

举行国家安全宣讲活动

本报讯 记者金璐报道：记者于4月 13日获
悉，南水镇金龙社区下金龙村近期通过“民生微
实事”项目新增160个电动车充电桩，可同时供
1300台电动车充电，这一举措获得了居民们的一
致好评。

据了解，南水镇下金龙村是金龙社区外来务
工人员聚居地，共有200余栋自建房，9000多名
居民，原有的充电设施满足不了居民电动车停放
及充电的需求。居民们为了解决电动车充电问题
想尽办法，有的私拉电线在楼梯间充电，有的将
电动车推上楼充电，有的将电池拆出来带回家充
电，这些方法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为此，金龙社区党员干部对下金龙村全面摸
排，多次走访调研，与居民耐心沟通，消除居民对
安装充电桩的困惑和疑虑，想方设法寻找小区

“边角位”，安装了一批小巧美观的充电车棚，满
足居民充电的需求。

目前，下金龙村已经完成安装的充电桩约
160个，每个充电桩有7-10个充电插座，这些充
电桩可同时供给约1300台电动自行车充电。“接
下来我们还要在下金龙村装20个充电桩，并且逐
渐实现对整个金龙社区的全覆盖。”金龙社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4月
13日，金湾区人大常委会就金湾区
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
业促进法》《广东省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条例》（以下简称“一法一条
例”）实施情况举行执法检查工作
汇报会，听取受检单位代表的工作
汇报和金湾区人大常委会检查组
汇报执法检查情况。

记者从会上获悉，按照《金湾
区人大常委会 2023 年度监督工
作计划》的安排，从今年 3 月起，
金湾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了对“一
法一条例”的执法检查。此次执

法检查是对近年来金湾区政府及
相关职能部门贯彻实施“一法一
条例”所取得的成效、存在问题以
及下一步发展方向进行的全方
位、多层面检视，并重点围绕金湾
区对“一法一条例”的宣传贯彻情
况、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情况、
融资情况和服务指导情况，检查
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和公共服务等
软环境建设工作。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生力军，也是扩大就业、改善民
生、促进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当
前，中小企业已成为金湾区经济持

续稳定增长的坚实基础。截至
2023年2月底，金湾区共有规上工
业企业700家，其中中小型企业674
家，占规上企业总数的96.29%。

在执法检查活动中，执法检查
组通过学习“一法一条例”，组织前
期调研、企业代表和企业界人大代
表座谈、开展工作台账实地检查、
中小企业产业发展现场视察和专
题汇报会等方式，深入到金湾区科
工信、金湾区经济发展局、金湾区
教育局、金湾区交通局等9个职能
局和8家企业进行前期调研，广泛
收集金湾区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和

从业人员、区（镇）人大代表以及相
关管理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分三个
小组对19家受检单位的工作台账
开展现场检查，还集中视察了中小
企业代表单位金发公司和工业园
区代表单位智造大街，组织金湾区
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和四镇，就
贯彻实施“一法一条例”开展了自
查，然后再组织执法检查组听取了
政府的专题工作报告。

执法检查组认为，“一法一条
例”在金湾区实施多年来，全区各
部门能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
策部署，着力推动法律法规的实

施，取得了显著成效，金湾区中小
企业的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创新
能力有所提升，产业集聚渐成规
模，在总体上基本符合上述法律
法规的要求，并呈现出持续向好
的良好态势。

此外，针对执法检查过程中发
现的“一法一条例”贯彻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执法检查组
建议金湾区政府及相关部门，高点
对标“一法一条例”的要求，以问题
为导向，精准施策，使金湾区的中
小企业真正成为振兴金湾经济的
重要支柱之一。

金湾区人大常委会举行“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工作汇报会

以法治力量护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加装充电桩
安全又暖心
南水镇下金龙村

解决村民“充电难题”

南水镇金龙社区下金龙村近日新增的电动车
充电桩。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编者按：常住人口约45万，地区
生产总值862亿元，山海湖景兼具，
这是现代金湾展现给世人的“自画
像”，而这座现代新城源起何时，又有
着怎样的历史？即日起，本报“今日
金湾”版面推出“文物‘话’金湾”专
栏，循着岁月中金湾人的足迹，讲述
文物背后的金湾历史，敬请垂注。

“归路烟波接混茫，飞虹天际闪孤光。
千年岩画谁疏凿？又欲回车问夕阳。”
2000年5月4日，已故汉学家饶宗颐曾在
宝镜湾留下这样的诗句。在如今的珠海高
栏港石化区，保存着4000年前南越先民
留下的遗迹，让饶宗颐发出“千年岩画谁疏
凿”之问的，正是其中的宝镜湾摩崖石刻。

采写：本报记者 金璐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龙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更是以“龙的传人”自称。存在于中
国神话中的“龙”被认为是由多种动物特征
组成的图腾形象，其传说由来以久，而究竟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华大地上的龙图腾
初见雏形并逐渐发扬开来？

1989年，珠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根据
群众线索，在珠海高栏岛宝镜湾找到了4
处6幅岩画，1998年在宝镜湾遗址发掘期
间，工作人员在风猛鹰山顶又发现一处。

出海归来的大船周围，人群在欢庆；高
高在上的王者头戴冠饰，男巫和女巫在舞
蹈；圆形的古镜仿佛一个笑脸……宝镜湾
摩崖石刻的一幅幅岩画引人浮想联翩。其
中，有一条岩龙尤其引人注目。

岩龙位于宝镜湾摩崖石刻“藏宝洞”的
东壁岩画中，龙身蓄势蟠曲，龙尾状如鱼
尾，龙爪似须连颈弯曲向前，上部稍宽，有
些许梯状；隆鼻，似带弧的等边三角形；头
角似鹿，龙目圆睁前视，作吼叫状，仿佛一
条蓄势待发的云龙。

考古学家对这一批岩画进行鉴定后认
为，其年代应与附近的宝镜湾遗址一致。
1997 年至 2000 年间，考古工作者在岩画
附近发现了面积两万多平方米的沙丘连山
岗遗址，其中有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
商时期的陶器、石器、玉器、水晶器等遗物
及居住遗迹。2006年 5月，该遗址和岩画
由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在宝镜湾遗址中，第一期文化的陶器
上，纹饰以刻纹、划纹为主，还有戳印纹等。
其中与宝镜湾岩画风格相近的浮雕式刻划
纹就在第一期出现，在第二期中仍有发现，
并且以水波纹为大宗，这类水波纹与宝镜湾
岩画中的水波状线条更为一致。

考古学家推断，这幅岩画中南海之滨
的岩龙，其创作年代保守估计在距今4000
年前。“宝镜湾岩龙图案如此清晰，龙的形
态成型，目前还没有发现比它更早的岩画
龙。”原珠海市博物馆副馆长、宝镜湾摩崖
石刻发现者之一陈振忠说。

中华岩龙备受瞩目
除了此前提到的“岩龙”，宝镜湾岩

画还有其他形状，如船、波浪、舞者、动物
等，这些图案究竟是南越古先民的生活
写照还是图腾崇拜和祭祀遗存？这一问
题与宝镜湾遗址相结合来看，或许可以
得到一些启示。

在宝镜湾遗址中，出土的不仅有大
量陶器，还有与航海捕鱼有关的石坠形
器 1195 件。令世人震撼的是，这批石
器不仅规模大，且每平方米内就有4到
5 件出土文物，其中大部分与渔业有
关。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石锚，是目
前我国出土的同时期（4000 多年前）最
大的一件石锚，长径33厘米，短径27厘
米，厚 13 厘米，重 18.5 千克，其腰部凿
有一周用于系绳索的槽，整体用花岗岩
制成。

这意味着，早在 4000年前，这片土
地上的先民们就已经解决了海上停船的
技术难题。这就有理由推测，宝镜湾岩
画中描绘的波浪上大船、人群围着海船

跳舞的场景，多少都来自于捕鱼的生活
现实。

而在目前保存最完整的“藏宝洞”东
壁岩画中，带冠饰的王、男觋、女巫、龙，
以及其他符号化后的图案，则有可能来
自于图腾崇拜与祭祀活动。

从宝镜湾遗址的部分文物中可以看
出，神灵崇拜与祭祀活动在此地先民的
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考古学家在该遗
址找到54件石质、玉质玦，其中有一件
玦在陶盘中发现，盘的正中，放置着一只
精美的石玦。

据了解，玦是一种装饰品，史前时期
这一带先民将其穿在耳朵上。此前在香
港东湾仔北一座墓葬中就发现了在人头
骨两侧耳朵位置有玦饰，证实过其用途
与装饰位置。由于玦一般都制作精美，
具有美感，也常作为祭祀活动中的供
品。宝镜湾遗址中发现的这种石玦被放
在盘中的情况，应该就是祭祀活动场景
的一个定格。

是生活写照还是图腾崇拜？

在《从草堂湾到宝镜湾》
一书中，作者肖一亭写道：

“天上风云变幻，云聚云散，
人称过眼烟云，稍纵即逝。而
大地里却沉淀着历史，凝固着
故事，流淌着思想，定格着人
物，并将其统统塞进一本好大
好大的‘无字天书’之中，考
古学家将这部书称为‘文化
层’。”

保护好“文化层”，就是留
住大地中沉淀的历史和流淌
的思想。1994 年，宝镜湾摩
崖石刻的“天才石”和“宝镜
石”因工程建设而被破坏，给
世人留下警醒。近年来，金湾
区的文物保护工作日益完善，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
或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

的工程，必须严格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获得批准
后方可开展，不得破坏文物保
护单位历史风貌。

目前，金湾区共有各级
文物保护单位11处，其中国
家级 2 处，省级 1 处，市级 2
处，区级6处，另有未定级的
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15 处。

“我们将坚持‘保护第一，加
强管理，发掘价值，有效利
用，让文物活起来’工作方
针，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全力维护好文
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风貌
完整性、文化延续性。”金湾
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保护好“文化层”

宝镜湾摩崖石刻。

宝镜湾岩画部分图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