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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查海谷物酿酒原因
之农耕经济兴起

查海聚落农耕经济的兴起为谷物酿
酒提供了原料。谷物酿酒的出现要有稳
定并且能够持续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
通过对查海遗址及其周围考古出的植物
遗存、木炭、种子和果实的分析结果显
示，查海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已出现植
物栽培和动物驯化。

查海时期的气候温暖湿润，人工种
植的谷物粮食此时出现，适宜的气候环
境使人们安居乐业。良好的生态环境和
气候条件使原始农耕经济逐渐繁荣，查
海遗址出土与农业生产、加工有关的石
器工具共计 840 件，其中典型器石铲最
多为349件，石斧146件，石磨盘139件，
石磨棒 170 件，石刀 36 件。石磨盘和石
磨棒是农业生产、采集加工的工具，有孔
和无孔的石铲最多，其中双孔石铲是比
较典型的石器。石铲是直接用于农业生
产春种、夏锄的主要工具，而且数量较
多，不仅是原始农耕经济生产技术进步
的标志，还是确定原始农业出现和农耕
水平的重要依据，表明查海已经进入到
原始锄耕时代。

查海遗址发掘出室内窖穴23个，主
要是作为储藏食物之用；发现室外窖穴
34个，都挖凿到了基岩层内，深浅不一，
大小不一，直径 1——2 米，窖穴的壁和
底部经过修整，比较规范。大的窖穴内
还有柱洞、台阶和灶址，穴内土质为黑灰
色，土质松软，有的还含有红烧土块和炭
屑，根据窖穴形制和柱洞可知这些窖穴
上部应有木架结构，其用途应为储藏粮
食，少部分废弃后被用作垃圾坑，窖穴内
的灶址分析应是酿酒所为。

查海先民大量石制生产工具的使用
提高了劳动效率，谷物粮食粟的产量大
幅提高，收获量稳定增长，正是在保存、
管理大量谷物粟的过程中先民开始接
触、发现、认识到发霉、发芽谷物成酒的
现象，并从中逐步掌握、运用这一现象而
人工主动实践酿酒。如果没有农业谷物
粮食的生产，就不可能有谷物酿酒的出
现，农业是谷物酿酒形成最重要的前提
条件，特别是适宜的气候条件使谷物产
量大幅提高，保证谷物酿酒原料的提
供，促使查海文化时代谷物酿酒成为
可能。 （李井岩 记者 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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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共青团组织
集中开展学雷锋活动

12 月 5 日是第 36 个国际志愿者日，
团市委将在全市集中统一开展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

本次活动将积极开展“垃圾分类”
“防灾减灾·应急救援”“情暖童心·课后
陪伴”三类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将
宣传垃圾分类减量知识，指导监督公众
投放垃圾、帮助清理垃圾等。联合专业
志愿服务团队或具备专业知识的志愿者
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救援方面知识宣
讲。积极与有需要的社区长期结对，组
织青年志愿者在周一至周五放学后和周
末适当时间，面向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
随迁子女，围绕学业辅导、亲情陪伴、素
质拓展、自护教育、思想引领、心理辅导
等内容持续提供志愿服务。

（记者 那宁宁）

校园防艾 从我做起
12 月 1 日是第 34 个“世界艾滋病

日”，今年的主题是“生命至上 终结艾
滋 健康平等”。为进一步做好预防艾滋
病宣传教育活动，11月22日——12月28
日，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小学教育系面向
全系学生开展以“校园防艾，从我做起”
为主题的预防艾滋病宣传画设计大赛及
作品展示。

本次大赛共收到作品 312 幅，参赛
作品主题鲜明、构图美观、设计感强。学
生们的宣传海报介绍了艾滋病的病因、
传播途径、危害及如何防治等知识。其
中75幅获奖作品将在砺能教学楼、文荟
教学楼大厅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展
示。大赛调动了学生们防艾宣传的积极
性，提升了防艾意识，学到防艾知识，更
提高了自我保护意识，营造了校园防艾
文化氛围。学生们纷纷表示将尽己所
能，传播防艾知识，共建和谐校园。

（记者 那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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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让人义愤填膺又引人深思的话题。“1岁幼儿惨遭蹂躏”、“邻居
性侵5岁女童”……国内性侵儿童案件屡见报端，不仅让人看到人性之恶，
更折射出家长和孩子性教育的双重缺位。更细思极恐的事实是——儿童
性侵害既包括身体接触又包括非身体接触，发生率约为10%，熟人作案超
七成。专家表示，性教育能有效防范儿童遭遇性侵害。阜新性教育普及情
况如何？记者从民政部门了解到，女童保护基金辽宁阜新向日葵团队已经
进行了三年的宣讲，但是仍有很多人对此不甚了解，甚至讳莫如深。切勿
等到极端案件发生才追悔莫及，保护儿童不应该忽视性教育。

对话
从“谈性色变”到“娓娓道来”

近期，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
会女童保护基金和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
共同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引发热议，
2020 年媒体曝光性侵儿童案例 332 起，
受害儿童逾 840 人，实际儿童受侵害却
引而不发的情况可能更多。“系统的性教
育能有效防范儿童遭遇性侵害，但很多
人却忽视甚至拒绝儿童性教育，实在让
人痛心。”接受记者专访时，向日葵团队
负责人宗建敏不断重复这句话。

今年6月1日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预
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工作制度；学
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
年龄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
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很
多校园和家庭对性教育缺失，尺度难以
把握、幼儿难以理解、可能会误导……顾
虑重重中，有可能把儿童置于懵懂和危
险境地。”宗建敏告诉记者，“性教育”一
直是敏感话题，很多成年人谈性色变，且
存在着诸多误区。例如，一些人认为儿
童理解不了性教育、性教育只是针对女
孩、性教育就是防性侵教育等等。“孩子
对身体探究的兴趣是与生俱来的，认识
并保护自己的身体也需要从小抓起。我
曾遇到一位四年级小学生对怎样保护自
己身体一无所知，还有孩子对袒露身体
不以为然，这更坚定了我对性教育宣讲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荣获 2019 年度全
国“女童保护”公益项目优秀团队志愿者
朱秀丽说，“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道防
护网’，更需要了解性教育知识。”刚开
始，志愿者们宣讲性教育遭遇到各种质
疑与阻碍。看过教学课件、宣传材料并
试听后，才理解支持这种公益活动。

阜新市育才小学校长曹楠表示，学
校主动引入性教育课程，主要是为了提
高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一方面
是学校和家长没有系统课程，不好意思
跟孩子讲述关于两性的知识，造成学生
在这方面理解不足；另一方面，网络上一
些负面信息容易对学生进行误导，造成
不良影响甚至严重后果。学校希望通过
志愿者系统规范的宣讲，让学生和家长
都能了解性教育，为学生人身安全加一
道“防护锁”，避免他们受到不必要的
伤害。

进步
从“懵懂无知”到“应付自如”

性教育可不可以跟孩子讲？怎么
讲？这是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记者从
市民政局和团市委了解到，阜新地区集
中开展性教育公益课程从 2018 年末开
始，志愿者们通过 PPT 课件、情景模拟、
现场互动、小游戏等多种方式，从“认识
我们的身体、如何分辨和防范性侵害、遇
到性侵害时该怎么办”等多个方面为学
生和家长进行宣讲。受益人群达两万
余人。

宗建敏告诉记者，2018 年 10 月份，
“女童保护”公益项目落户阜新，现有女
童保护志愿者讲师17名，在全市范围内
共授课200余节，授课儿童、家长及教师
人数达万余人。项目从建立孩子的自我
防护意识入手，让家长增强监护和防范
意识，让教师做好性安全防范的教育，全
方位构建“儿童+家长+老师”的儿童保
护“三道安全网”。宗建敏至今仍然清晰
记得，自己在几所学校碰壁后，终于经太
平镇妇联工作人员李海燕联系的去太平
区一所学校首次公益讲课，一个月 8 节
课嗓子讲到沙哑，但是看到学生们天真
无邪的笑脸，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她和
志愿者讲师的公益课程受到学校认可，

多次到阜蒙县第一小学宣讲“女童保
护”，不仅包括女学生，男学生也觉得课
程生动有趣，踊跃举手发言。她们与学
生积极互动，他们大喊“老师我喜欢
你”。还有一次，下课后学生们把她紧紧
抱住舍不得她走。如今，除了校园宣讲
的“学生版”课程受到师生认可，在各社
区街道宣讲的“家长版”课程也受到欢
迎，还有人送锦旗表示感谢。“你认为哪
些是身体的隐私部位，哪些是不能随便
给人看也不能随便让人摸的呢……”一
次次的重复，一次次的强调，在志愿者的
宣讲下，很多回访和二次受训的学生已
经对自我保护问题对答如流，一些学生
还会把学到的知识告诉家长和小朋友，
这让志愿者们倍感欣慰。

期待
从“欲说还休”到“全民普及”

越残酷越容易使人清醒，闭口不言
必定悔恨终身，性教育的缺失可能影响
孩子的一生。业内曾有个“传闻”：一位
媒体人为电影《素媛》写影评时一直泪流
不止，称自己第一次写出了“工伤”，“恨
不得时刻把女儿拴在身边”。还有《熔
炉》《嘉年华》……女童的呼喊与哭泣，绝
望压抑的余生，这些改编自真实案件的
电影，是所有家长难以释怀的心理阴
影。心理学研究显示：性侵害的伤害不
仅仅在于当时肉体和心理的痛苦，幼年
时遭受性侵害，心理创伤和恐惧阴影伴
随一生。

台湾女作家林奕含著有长篇小说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小说改编自亲身
经历，她成名后却因童年创伤患上重度
抑郁症导致自杀。摇滚乐团主唱查斯
特·贝宁顿（男性）41岁时自杀身亡，7岁
时遭遇的一次性侵让他一直无法摆脱恐
惧与痛苦……阜新一位心理咨询师也向
记者讲述同行提到的真实案例——女孩
受到“熟人”骚扰，老人强奸一名女孩未
遂，外地老师性侵学生等。孩子们身体
和心理均受到创伤，说与不说之间，后果
截然不同……心理专家表示，针对儿童
身心发育特点进行的实时性教育，既能
保护好自己不被伤害，也能做到不要伤
害别人。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家长，开始
重视性教育。

一位志愿者向记者透露，在自己童
年懵懂无知时，也受到过性侵害，幸好没
有造成严重后果。可是这成为心中的

“伤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自己
的择偶和婚姻，直到近年来接触心理学
才慢慢释怀。所以她重视女儿的性教
育，努力让她有一个安全健康的童年和
美好人生。

2021 年，全国人大代表纷纷建言献
策，提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性侵害应该
形成由社会、国家、学校再到家庭层面的
一套完整体系。宗建敏表示，希望以后
能在校园和社会上广泛普及性教育。公
众不应该在极端案例中了解儿童性侵害
现象，应该摈弃“好孩子不会受到性侵
害”、“孩子在学校和家里很安全”、“男孩
不会受到性侵害”等刻板印象，让孩子远
离伤害，多一份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