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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邢台电（记者卢玉辉）村志在众

多史书中，全面盘点乡村地理、历史、经

济、风俗、文化、教育、物产、人物等方面的

状况，是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1 月 12

日，在邢台县羊范镇喉咽村委会，《喉咽村

志》首发式正式举行，该部书记录了喉咽

村发展的3600年历史。

喉咽村地处邢台县羊范镇，是一个古

老的村庄，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

积淀。据专家考证，殷商时代，就已形成

村落。历经千百年发展，该村拥有30个

姓氏、1071 户、3083 口人。但是，随着时

光流逝，知晓村情的长者逐年减少。

2015 年 12 月，编写村志的活动正式

启动。

修志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难度很

大，尤其是需要核实各种各样的资料，查

阅大量史料，入户访问，如实反映一个村

子的过去。为了把村志写的更有权威性，

编写人员还邀请了邢台市多名史学家作

为顾问，到喉咽村考察指导。

经过两年的编纂，1月12日《喉咽村

志》经过多次修改，正式印刷出版。村志

采用篇、章、节、目录编写形式，全书共15

篇 46 章 146 节，配以地图、照片、图表多

幅，总计40余万字。

《喉咽村志》从自然环境、建置、历史

沿革、政治等多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记叙，

如实反映了喉咽村民多年来战天斗地、兴

修水利、取得农业丰收的历史业绩，也真

实地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喉咽人民走过

的风风雨雨。

提及编纂村志的初衷，喉咽村党支部

书记张社增无不感慨，“我们的村志留住

村庄历史，但愿能兴教化、存史料，启迪后

人，使村民能知村史爱家乡，为后代留下

文化遗产。”

本报保定电（记者田媛媛）16日，保

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称，保定公安交警

情报分析研判中心日前正式投入使用，

这是我省首个交警情报分析研判中心。

据了解，该中心重点针对使用伪造、

变造号牌、挪用机动车号牌（简称“套

牌”）、未悬挂号牌、污损、遮挡号牌车辆

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该中心将依

托公安交警现有的多个数据库系统和业

务系统，利用高科技手段，大数据分析等

综合研判方式，创新使用侦破战法，有效

破解以往涉牌这类交通违法难发现、难

查处的问题。

日前，公安交警通过系统发现号牌

为冀FT4047的出租车号牌存在异常，该

中心工作人员马上对该车辆的车牌、过

车轨迹、车辆特征等数据进行分析比对，

最终发现该出租车白天使用真实号牌冀

FT4047，夜晚使用号牌贴将真实号牌变

造为冀FT7046上路行驶。目前，该车驾

驶人因使用变造机动车号牌，面临一次

记 12 分，罚款 2000 元，15 日以下拘留的

处罚。

据保定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情报分析研判中心充分整合公安交

警科技资源，深入挖掘数据，基于大数据

理念，叠加运用多个系统，对市区监控设

备采集的车辆号牌自动比对、检索，主动

地去发现套牌、假牌、遮挡号牌的车辆，

一改以往仅仅依靠被套牌人举报才去侦

破的被动局面，加大了对套牌行为的发

现和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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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佳薇）1 月 16 日，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承办的“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 2017年中国考

古新发现”在北京举行，我省行唐故郡遗

址成功入选“2017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

现”。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故郡遗址发掘填补了冀中

地区同期考古的空白。墓葬狭深积石、动物头蹄葬

及铜鍑、直刃匕首式短剑、金盘丝耳环、玛瑙饰品、

饰有綯索纹的青铜器，流行殉人、大量殉牲，别具一

格的车马装饰，在同期中原各国极为罕见，是北方

族群自有的特色；同时，车马埋葬制度，青铜器、陶

器纹饰、造型、器物组合等又显现深受晋、燕等中原

文化的影响。为研究戎狄族群华夏化与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此次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研究员张春长表示，虽然步入隆冬，考古的工作人

员都坚守在一线，行唐故郡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一

直有序进行。对于已经出土但没有完成鉴定的文

物标本，考古工作组会全力以赴，继续完善。得知

此次入选“2017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张春长十

分欣喜，他说：“通过此次入选，能引起全国文物界

专家以及社会各界对故郡遗址的关注，每一位工作

人员都深感荣幸。”

张春长表示，接下来他们将积极向国家文物局

申报2018年工作规划，科学、有序地进行故郡遗址

的考古挖掘工作。

墓葬以积石墓为主，有 5 组相对集中，各有墓

葬3—5座及车马坑1—2座。部分墓葬壁龛置铜器

或殉羊头蹄，个别填土有猪、狗殉牲，腰坑随葬铜

器。葬具有一棺一椁、单棺和无葬具之别。葬式为

仰身直肢或侧身直肢。遗物有铜鼎、瓠壶、壶、甗、

豆、敦、匜、盆、鍑、舟、勺、剑、戈、鐏、镞、带钩、当卢、

金盘丝耳环、金箔片、绿松石、玛瑙觿、环、佩、管、水

晶珠等。

车马坑特点鲜明。一号车马坑一车三马，犬佩

铜铃，络镶石贝。四号至七号车马坑布局相似，车

坑内殉车，与分层填埋牛羊马头蹄的殉兽坑共用生

土梁，中有一槽相通。二号车马坑东西长20.85米，

东西纵列摆放1辆小车和4辆驷马车。小车置于最

东端，未见系驾动物；4 辆驷马独辀车，16 匹马杀

死后摆放在车辆系驾位置。车轮卸下扣置于车

舆上或放置在车舆下。4 辆车车舆表面或以红

黑、红黑白色漆绘，或贴饰金箔。同车马匹装饰

基本相同，异车马匹则完全不同，一号至四号车

分别以铜构件；骨泡、骨贝；海贝、包金铜泡及铜

构件；海贝、骨贝及铜构件编串的鞁具和挽具进

行装饰，四号车马嘴处有多层皮条编串的辔头装

饰。驷马车平行于车辀位置发现数条彩绘皮质

“靷”。坑中部两侧龛内各有一男性殉人。东侧

殉兽坑与车马坑共用生土隔梁，中部以填砌卵石

的沟槽相通，坑内分三层埋放牛羊马头蹄，初步

确定至少有羊头 260 个、牛头26个，马头22个。西

侧主墓东西长3.7、南北宽2.7米。

据悉，二号车马坑内用五辆车组成出行车队

阵列，规模宏大，是先秦时期车马阵容的珍稀标

本；用不同方式装饰不同车辆及马匹、不同构件及

方式编串清晰可见的鞁具与挽具，为复原先秦时

期车马系驾方式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车马坑

前葬有单独的殉兽坑，坑内分层埋放大量的牛、

羊、马头蹄，形制独特，是考古中首次发现，为先秦

时期的丧葬祭祀用牲乃至赙赗助丧制度提供了全

新资料。

据悉，每年由中国社科院主办“中

国考古新发现”论坛。“六大考古”是由

论坛评审委员会从全国各省（市、区）

考古机构推荐的全国最新考古新发现

中，经过严格筛选评选产生的。“六大”

的评选标准不在于出土的遗迹、遗物

是否好看，是否有大场面，而要看其学

术价值及蕴涵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是否

重要，是否运用了考古发掘的新方法、

新理念。

故郡遗址位于行唐县南桥镇故郡

村北。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地带，东依

大沙河，内涵丰富。2015 年起，由河北

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行唐县文

物保管所联合对墓地进行考古调查、勘

探及发掘，探明遗址中心区域面积超过

50万平方米。方圆两公里内调查有六

处新石器及战国—隋唐时代的城址、墓

葬、遗址。发掘8000平方米，清理东周

墓葬37座、车马坑7座、水井49眼、灰坑

520余座、窑2座、灶2座、灰沟2条。出

土铜、金、玉、陶、蚌、骨角器上千件

（组）。初步认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前

期北方戎狄族群的贵族墓地和战国前

期居住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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