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年前的12月底，“南海 I号”古沉船入住广东
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南海 I号”的发掘
填补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空白， 为中国水
下考古树立了典范。

12年后，记者于12月17日来到“南海I号”身旁。
据悉，“南海I号”共出土18万余件文物，既展现我国
宋代繁盛的海外贸易体系，又反映了阳江作为古时
海上丝路重要支点的辉煌历史。 通过对“南海I号”
的保护利用， 阳江也进一步拓展海丝历史文化底
蕴。目前，阳江正以建设海丝文化名城为目标，加强
特色文化资源整合，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力
争培育和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地方特色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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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如何评价 “南海 I号 ” 在阳
江的发掘？

李联德： 沿海和南海的诸多河口港湾
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和发展提供了天然
的良好资源， 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广
东港口城市的发展。港口城市因海而生、凭
海而兴，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发展和繁
荣有着密切关系。 阳江是广东海岸线最长
的地级市之一， 海文化源远流长，1000多
年来的海上贸易长盛不衰， 不仅沿岸有相
关的文化遗存，海底的文物资源更是丰富。
目前有足够的史料和文物证明， 阳江是海
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和必经之地。

“南海I号”这艘古沉船是我国第一次大
规模发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实物例证。 它是目
前世界上发现船体最大、年代较早、保存最
完好、文物总量最多的宋代船只，被誉为“海
上敦煌”。“南海I号”的发掘及海上丝绸之路
博物馆建设，对研究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具有里程碑意义。“南海I号” 蕴含着巨大的
历史、文化和考古价值，对推动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将发挥积极作用。

羊城晚报：阳江如何利用这些资源？
李联德：阳江市可借助“南海I号”整合

自身的文化潜力， 制定海丝文化旅游发展
规划，树立统筹发展的观念，找准切入点，
系统整合宝贵的海丝文化自然资源和人文
资源，实施点轴开发。 总而言之，阳江要抓
住国家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机遇，
借助“南海I号”，把阳江打造成海上丝路主
要节点，推动阳江“蓝色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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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古港续写新篇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全良波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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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海陵岛风和日丽，十
里银滩横卧着一座庞大的“水晶
宫”， 这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
物馆。 博物馆内，世界首创整体
打捞的800多年前南宋古沉船
“南海I号”，静静地“躺”着。 这
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船体最
大、 年代较早、 保存最完整、文
物总量最多的沉船。

在占地1万多平方米的陈列
馆内，扬帆、沉没、探秘、出水、
价值、遗珍、成果等七大主题展
区正展出珍贵文物，既有充满异
域风情的黄金饰品，也有朴素典
雅的中国陶瓷、极其罕见的宋代
漆器等。

“在文化发掘与保护的同
时， 又大力融入当地的旅游发
展，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
推崇的一种文化保护方式，我们
也会继续为之努力。 ”该馆工作
人员郭亨文说，“南海I号” 蕴含
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提供了
许多前所未见、史所未载的新材
料， 对研究我国乃至整个东亚、
东南亚的古代造船史、 陶瓷史、
航运史、贸易史等有着特殊重要
意义，同时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
千年传承提供了坚实论据。

如今，“南海I号” 正在参与
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申
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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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古港设施完备， 每个港
口及主航道都有航标 。 历经沧
桑，北津独石塔、岗背文笔塔、北
山石塔、上洋文笔塔等航标保存
下来，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南海
航道的见证者。

18日， 记者在岗背山看到，
由于年久失修，明万历三十二年
(1604年 ) 建造的岗背塔早已崩
颓， 加上在1994年遭受雷击，而
今仅剩下一半塔身， 且杂树丛
生。 近日，阳江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发布了一份关于《文笔公园
建设工程》的公示，公示称岗背
山将被改造成文笔公园，并将修
缮岗背塔。

放眼阳江， 这不是首次修建

公园保护遗存的事例。 北山石塔
位于阳江市北山公园内， 是原阳
江古八景之一， 被列为广东省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山石塔建于
南宋宝祐年间， 距今七百多年，
1983年重修。 如今，塔高18.5米，
共九层，由1000多块重达几百公
斤的长方石条垒成， 塔身往上逐
渐缩小，美观大方，造型巧妙。 上
有“福禄来朝”四字。 塔旁有著名
的瑞禾石， 因状似莲花， 又叫莲
花石。

遗存的航标不仅是海上丝
路的历史见证， 更将成为城市
居民休闲的活动场所 。 阳江正
在挖掘历史文化遗存， 加强对
遗存的修复保护和活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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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培育了众多书法、绘画、雕塑等领
域名家 ，以 “南海 I 号 ”为代表的海丝文化
蜚声省内外 。 近年来 ，阳江不断加大投入
力度 ， 注重保护与传承地域特色文化 ，致
力打造海丝文化产业带。

“南海 I 号 ”是展现阳江悠久海丝文化
的一扇窗口 ，反映了该市曾经作为海上丝
路重要支点的辉煌历史。 阳江还将进一步
加大海上丝路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和开
发 ，谋划建设海上丝路主题景区和海洋历
史文化博物馆 ，依托 “南海 I 号 ”打造世界
级海丝文化产业带 ，进一步提升阳江海丝
文化影响力。

阳江市还十分注重保护传承疍家文
化，已连续举办多届南海开渔节活动，成为
举办届数最多、名气最大的开渔节活动。

独特的海丝文化造就了阳江人民热爱
文艺的气质 。 阳江素有文化之乡美誉 ，诗
歌、书法、美术、音乐等颇受群众喜爱，文化
气息浓郁，文艺名人辈出。 美术方面有关山
月 、苏天赐 、许章衡等知名画家 ，书法方面
有黄云 、吕如雄 、关振东等知名书法家 ，雕
塑方面有著名雕塑家许鸿飞。 每年，阳江均
举办各类书画展、艺术展，邀请本地籍名家
回乡作艺术交流，营造浓浓的文化氛围，书
画、诗词、音乐爱好者群体不断壮大。

阳江拟建主题景区
延
伸

“南海 I号”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苏醒”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宋金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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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南海I号”
推动“蓝色崛起”

“南海 I 号”熠熠生辉，在海
丝馆周边的古港如今还是优良
港口，成为阳江打造 21 世纪海
上丝路主要节点的重要支撑。

17 日，记者来到大澳渔村。
渔村民居白砖青瓦， 青石板街
青幽如玉。 举目望去，蓝色的海
水，停泊的小船，倚在门前修补
渔网的渔民， 恰似一幅渔家画
卷。

据《阳江县志》记载 ，大澳
港口始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
年-1566 年）， 是海上丝绸之路
上的一处补给港， 也是商旅贸
易港、转运港。 宋代时，许多从
泉州、 潮州、 广州出发前往南
亚、 欧非的贸易商船都会经过
或停靠于此。 所以，彼时大澳渔
村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热闹非

凡。 疍家咸水歌“大澳赚钱大澳
花，东平赚钱无归家”，一语道
尽了当年的繁华盛况。 到了清
代，大澳渔村与广州“十三行”
相列，民间称为“十三行尾”。 宣
统元年（1909 年）禀准州牧李鸿
钧设大澳局，以资防守。 此地为
航行省城、香港必经之路，阳江
海防之要地。

《阳江县志》记载 ，除了大
澳港， 历史上阳江境内有名的
港口还有东平港、北津港、戙船
澳（现 闸 坡 港）、溪头港 、丰头
港、双鱼港等七处。 时光飞逝，
这些古港依旧发挥着渔港的功
能，大澳港更开发成为旅游区。
去年， 阳江实现渔业总产值
180 亿元， 连续多年位居全省
前列。

古时候， 海上丝绸之路繁盛
的海外贸易带动阳江港口发展，
更推动阳江作坊发展。 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就是散落在漠阳江沿岸
的陶瓷作坊。

17日 ， 记者来到阳江阳春
市岗美镇岗留安村 ， 一座名叫
蛤山的山坡 ， 掩埋着一个宋代
烧制陶器的窑口。 据当地文化
部门介绍 ， 窑址占地面积1300
平方米，窑身均已崩塌，概貌尚
可辨认 ， 皆为龙窑 ， 用红砖砌
壁。 堆积层中，有当时烧制的器
物残片依次相叠，厚达3米。 该
窑烧制的全是陶器，器形有盘、
壶、罐、盅等，胎质坚硬，多数素
面无釉，工艺为慢轮制作，比较
粗糙。

岗美镇尚存多个古窑口，缸

瓮埇窑址、 河帮窑址也待开发。
缸瓮埇窑址位于岗美镇缸瓮埇
村，分布在筊杯岗、瓦窑岭的山
坡上，面积约5000平方米。 相传
这里原有二三十条窑 ， 遍布全
山， 目前大部分的窑灶被毁掉，
仅存筊杯岗山坡上的3处。 目前，
这 3处窑口尚可辨认窑址的结
构，均为龙窑，窑向坐北向南，窑
壁用红砖叠砌， 已烧成琉璃状。
河帮窑址位于岗美镇大坡村牛
尾坑，是一处明代瓷窑遗址。 窑
址的位置及其概貌尚可辨认，原
有龙窑多条， 现窑身早已崩塌，
隐约可见有窑壁红砖，尚存有大
量明代瓷器残片和烧制器物的
工具。

阳江古窑这颗见证了中国瓷
业发展历史的明珠， 因种种原因

蒙尘。据了解，虽然阳江地区的海
上丝绸之路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
富，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展过
专门的全方位调查、认定、登记、
建档和保护工作， 有相当一部分
海上丝绸之路物质文化遗产没有
被大众了解。

相关人员表示，建议阳江启
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保护
工程 ， 对相关文化遗存进行调
查摸底，掌握数量、分布、特征、
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情况 ，为
准确判断遗存保护形势 、 科学
制 定 保 护 政 策 和 规 划 提 供 依
据。

海天万里， 浩浩荡荡。 阳江
458公里长的海岸线，接纳百川归
流， 更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

12 月 21 日，由中国中药协
会主办的“2019 中国中药创新
发展论坛暨《中国中药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鸿茅药业、鸿茅药业副总裁分别
荣获“2018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
明星企业”和“2018 年度履行社
会责任年度人物奖” 荣誉称号。
（12 月 24 日新华网）

看部分指标， 鸿茅药业当然
存在值得肯定的地方。从鸿茅药业
副总裁鲍东奇当天的获奖发言来

看，2018 年该企业在标准化建设、
质量与创新、精准扶贫、社会公益
等方面的确有所建树。

然而， 作为一家能拿奖的企
业， 其他的方方面面都应该比其
他企业更胜一筹，否则恐难服众。

此外，这个奖项为“履行社
会责任明星企业奖”， 这就意味
着，获此殊荣的企业，在履行社
会责任方面可以堪称楷模。既然
属于社会责任方面的奖项 ，那
么，社会反应理应成为重要衡量

指标，否则就难免名不符实。 假
如一家企业的社会反应很差，评
委仍然向这家企业颁发该奖项，
则说明评选方式要么行事过于
武断，要么不接地气，没有征求
社会意见。

不管针对鸿茅药业的综合
评价如何， 但可以肯定的是，此
前鸿茅药业所获得的负面评价
要远大于正面评价。 受“谭秦东
事件”、 多次违法和涉嫌夸大宣
传等事件影响 ，2018 年鸿茅药

业的社会评价可谓跌入谷底，但
恰恰是这一年，鸿茅药业却荣获

“履行社会责任明星企业奖”。名
与实之间反差如此之大，未免给
人黑色幽默之感。

其实，在上个月鸿茅药业还
荣获了“金驼峰奖”当中的“丝路
先锋奖”。 这两个奖项的共同点是

“社会责任”，不难看出，鸿茅药业
很在意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赢得
社会肯定， 可这恰恰也是近年来
鸿茅药业失分最多的方面。

鸿茅药业想扭转社会声誉
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重塑形象
要一蹴而就并不容易， 或许需
要经历艰苦努力的过程。 重塑
口碑较为合理的步骤恐怕应
是，先斩断不良做法的尾巴，再
壮实诚信经营的身体， 然后才
有资格去争取更大荣誉， 这样
的治理思路 ，
或许才是鸿茅
药业翻身仗的
正确打法。

鸿茅药业的口碑翻身仗该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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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衡之民生探微

报载，近日杭州一个小区业委会
拿出 120 万元经营性收入，给业主们
分红，引发社会各界热议。 有些人认
为，经营性收入属全体业主，理应取
之于民“还”之于民；也有人则表示，
应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小区的经营收益，究竟是给业主
发“红包 ”成为业主的福利 ，还是应
“积谷防饥” 留作日后小区维修等急
用？ 这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就
事论事， 双方观点均有其合理性，重
要 的 是 做 好 各 方 利 益 诉 求 的 平
衡———即确定科学的分配比例，把收
益的多少拿来现金分配，又按多大比
例存起来作“备用金”。只要这个分配
比例经业主大会同意，执行就是了。

相较而言， 对大多数居民来说，
时下更迫切的问题并非小区经营收
入如何分配，而是如何才能把这些收
益划归全体业主所有。 事实上，业委
会给小区业主分现金发红包的事早
已不是新闻。 几年前有媒体就曾报
道，广州海珠区祈乐苑小区实现业主
自治后，一年收益达 400 多万元。 这
些钱不仅用于小区绿化、 卫生等维
护，还用于业主的福利，如降低物业
费等。 其他一些城市，也有过类似事
件的报道。

但分析这些案例会发现，业主们
要想获得小区收益，首先必须要有业
委会，否则，小区的所有经营性收入
都在物业公司手中，收入多少支出多
少，既不透明亦无人告知，甚至是笔

糊涂账。 一些大型小区，有几千甚至
上万住户， 其公共空间的停车费、电
梯广告、商铺出租等收入，相当可观。
按照相关法规，这些收益均应归产权
所有人即业主共有。但只要未成立业
委会的小区，物业公司便可心安理得
地将其作为企业营业收入。

就广州市而论，目前成立业委会
的小区不足三成。这意味着，高达七成
的小区公共空间收入， 都未能归业主
所有， 连账面上都没有。 对此该怎么
办？让各小区尽快成立业委会？理论上
应该如此，但现实中，业委会的成立却
因种种掣肘而举步维艰， 有的小区酝
酿了多年业委会都成立不起来， 有的
即使成立了业委会也未能很好运作。

显然， 要想实现小区的经营收入
归业主所有，就需法律层面的推动。 好
在广州市正在拟定新的物业管理条
例。 新的管理条例在此方面无疑需订
立专门条款———如明确未成立业委会
的小区物管必须将公共空间经营收入
另立账目， 并规定其用途和可支出范
围，否则，就属侵犯业主权益，要承担
法律责任。同时，这些小区经营性收入
每年必须向业主公布账目， 今后业委
会有权对此进行审计查账等。

总之，要用制度和机制绑定小区
经营性收入的“钱袋子”，即使其暂时
未能让业委会掌控，至少要明确权益
归属，划在全体业主名下，其他任何
人无权擅自动用。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阅尽

小区经营收入先明确业主所有再说 12 月 23 日，由民法总则和民
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并组成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提交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这是合并后的民法典草案
首次亮相。 民法典草案共 7 编，依
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
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
任编，以及附则，共 1260 条。

完整民法典草案首次亮相，不
仅是法律界的大事，更是全体国人
的大事。 原因很简单，民法就是民
事权利法，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
保障书，而民事权利是公民在社会
中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 衣食住
行，生老病死，方方面面都在民法
范畴内。

一谈到民法，人们很容易想到

这句法谚：“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
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的国家。 ”
此语内涵丰富而深刻，说明民法关
乎人类文明，关乎国家治理，更关
乎公民的权利尊严。

众所周知，编纂民法典是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立法
任务。从编纂总则，到编纂各分编，
再到对分编草案进行审议……如
今 4 年多过去了，随着完整民法典
草案的亮相，接下来，民法典草案
将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社会
公众意见，以及在明年 3 月召开的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交
审议。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扎实，
每一步都标志着我国的法治进步，
也都让民众拥有强烈的法治获得
感。

稍加阅读相关内容，即知民法
典草案的力度和温度。 比如，提交
审议的人格权编草案对隐私定义
再做完善，增加“维护私人生活安
宁”内容，其中对在宾馆房间私装
摄像头进行偷拍、侵害公民隐私权
的行为作出针对性规定。信息化时
代，公民隐私容易遭偷袭，苦不堪
言，却无能为力，将隐私的定义修
改为“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
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有利于捍卫
私人生活安宁，有利于打击非法侵
扰他人隐私的行为。

近年来，高空抛物、坠物事件
不断发生， 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侵
害民众合法权益，影响社会和谐稳
定。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

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
件的意见》， 强调充分发挥司法审
判的惩罚、规范和预防功能，依法
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规定：物业
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
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
抛物坠物情形的发生。一旦草案获
得审议通过，对保障居民的“头顶
安全”势必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无论完善居住权制度，还
是完善性骚扰有关规定， 无论删除
“以伪造、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
取结婚登记的，婚姻无效”，还是删
去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等规定……
从根本上说都是最大程度保障公民
的合法权益，用法律稳定人心。

放在人类长河中，放在新中国
的法治进程中，更会深切感受到民
法典的重要意义。 几十年来，一代
代中国人都渴望拥有一部属于自
己的民法典，而今草案亮相确实振
奋人心。

犹记得民法总则 2017 年 3 月
15 日获得审议通过之际， 就有学
者感叹， 民法总则的制定和通过，
为公民民事权利提供更为系统化
的立法指南，大幅度提升民事权利
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地位。这
一法治评判同样适用于民法典草
案， 它带给公众的除了法治信心，
还包括绵延持久的法治尊严，公民
在民事权利获得全方位保障的过
程中将更加坚定法治信仰。
（作者是北京著名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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