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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为
研究生学习及培养带来了新的变化与挑战。为
了保证口腔医学研究生交流创新活动不受疫情
影响，持续提升我省口腔医学研究生学术水平
和综合素质，由辽宁省口腔医学专业研究生创
新与学术交流中心主办、中国医科大学口腔医
学院承办的“2020 年五省一市口腔医学研究生
创新联盟暨辽宁省口腔医学研究生创新与交流
云论坛”活动于今天拉开帷幕。会议由医院科
研与学科建设部王强主持，中国医科大学副校
长王振宁教授、中国医科大学副院长陈旭教授
分别为大会致辞。

云论坛开启学术交流活动新方式
本次系列论坛线下主会场设在中国医科大

学口腔医学院，兄弟院校采用线上形式。线上线

下结合的云论坛模式，是在当前疫情依然严峻的
形势下，对研究生学术交流活动的一种新的尝
试。云论坛计划四周，分为4个系列：颌骨与颞下
颌关节疾病；口腔癌、干细胞与微环境；牙周组织
病与牙周再生及口腔医学博士论坛。参赛选手
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内蒙
古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以及我省的大连医科

大学、锦州医科大学、大连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
共9所院校。论坛邀请了多位国内知名口腔医学
专家进行点评。在本次论坛活动中，参赛选手精
心准备、认真汇报，点评专家与参赛选手进行互
动交流与深入讨论，会场气氛热烈。

多省市高等院校合作
推动口腔事业人才培养

辽宁省口腔医学专业研究生创新与学术交
流中心于 2016年经辽宁省教育厅批准成立，旨
在促进提升辽宁省的口腔医学研究生的综合素
质和人才培养质量，展示高等医学院校的口腔
医学研究生教学水平和研究生风采。中心自成
立以来，每年举办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活动，为
我省口腔医学研究生搭建了交流学术思想和拓
展学术视野的平台。

2018 年 7 月，为了进一步扩大辽宁省口腔
医学专业研究生创新与学术交流中心的影响，
由中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发起，与哈尔滨医
科大学、吉林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山东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成立了“五省一市”口
腔医学专业研究生创新与交流联盟，以进一步
加强我省口腔医学研究生与国内兄弟院校之间
的学术交流。

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
创造的重要使命，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
基石。辽宁省口腔医学专业研究生创新与学术
交流中心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
的重要指示精神，继续发挥中心引领示范作用，
着力增强研究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培养
适应我省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口腔医学人才
做出应有的贡献。 记者 姜晓菲

适应口腔事业发展需要 培养造就高层次人才

辽宁省口腔医学研究生创新与交流中心云论坛启幕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报
道 8 月 2 日 0 时至 24 时，辽宁省新增
8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大
连市报告病例（普通型 3 例、轻型 5
例），其中 5 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
确诊病例。新增 1 例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来自美国），为沈阳市报告病
例，属普通型病例。无新增治愈出院
病例。

截至 8 月 2 日 24 时，全省累计报
告确诊病例 253 例（含境外输入 34
例），治愈出院 160例，死亡 2例，在院

治疗 91 例。目前，尚有 30 例无症状
感染者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宇某，
女，42 岁，黑龙江哈尔滨人。7 月 29
日 ，由 美 国 乘 坐 DL4817、DL159、
KE831 等航班途经韩国，于 7 月 31 日

抵达沈阳。按照入境人员疫情防控
规定，机场海关对其采集标本后，在
防护措施下转运至集中隔离观察点
实施集中隔离观察。当日，沈阳海关
报告其核酸呈弱阳性。8月1日，沈阳
市疾控中心采集其深层痰标本，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立即转运至省新冠
肺炎集中救治沈阳中心进一步诊断
治疗。8月 2日，结合临床症状，经省
级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普通型确诊病例，目前病情平
稳。该患者入境后采取闭环管理。

这里是清代沈阳唯一铜行制品
集散地，而且它坐落在皇城根儿下，
则源于皇太极为壮帝威，下令将把制
作铜器的作坊均设置在城内中心，铁
器生产作坊则安置在古城四周，以示

“铜心”“铁胆”之意。
8月3日，来到位于沈阳故宫北侧

的中心里遗址考古现场，在这里，专
业的考古工作人员正在对探方内的
物品进行紧张有序的勘探挖掘工作。

为土地储备前置
考古项目

据介绍，“都城隍庙会历史遗迹
恢复“项目是《沈阳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 年）》中
的具体实施项目。是《沈阳市工程建
设项目考古勘探管理办法（试行）》颁
布后实施的土地储备前置考古项目，

受市文物局委托，沈阳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于 2019年 11月完成了对该地的
考古勘探工作，在该地块发现了汉魏
至民国时期连续的地层叠压关系，历
史文化内涵丰富，依法需要进行前置
考古发掘，因地块地处中心里，故名
中心里遗址。国家文物局于2020年3
月批准了中心里遗址的发掘申请。

通过发掘，在遗址中已经发现清
代晚期至民国初期的铜行胡同相关
的建筑设施，出土了生活用器。这对
探索清代中晚期至民国时期沈阳城
中心城区的人类生活和商业面貌，以
及城市发展和功能布局提供了重要
考古依据，对了解沈阳手工业发展史
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及学术价值。

清代全市
唯一铜行制品集散地

据相关专家考证介绍，打开1927
年奉天市街图，就可看到从沈阳故宫
北侧的中心庙到中街，标示的是铜行
胡同，今天这一位置即兴隆大家庭东
侧称为铜行巷。

沈阳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沈阳
古城沈河地名》对铜行巷是这样注释
的：铜行巷，北起中街路，南至宫后
巷，长 200 米，宽 5 米。始建于清初，
1975 年成今状。清代称铜行胡同，
1988年命今名即铜行巷，均以该地清
代专制铜器的手工作坊集中地铜行
得名。此地元、明、清天命年间均为
古城内唯一的南北交通干道。清代
系全市唯一的铜行制品集散地。

一个普通的制造铜器的小市场，
为何会建在皇城根下呢？

史载，清初，皇太极为壮帝威，下
令把制作铜器的作坊均设置在城内
中心，铁器生产作坊则安置在古城四

周，以示“铜心”“铁胆”之意。因此，
铜行才坐落在皇城之下。当时，这里
的买卖很兴盛，胡同内专门卖铜的铺
子及制作铜器的作坊有十余家。

清咸丰元年(1851)，栗文秀在铜
行胡同开办了第一家铜器店永泰成
铜器店，光绪元年(1875)，李和顺开办
了永顺兴铜器店。此后，多家铜器店
相继在这条胡同里落户，诸如福顺
长、恒顺德、双兴和等。清光绪三十
年(1904)的一年之中，就有公义长、恒
发永、利盛永三家铜器店在铜行胡同
开业。1913年至1930年，铜行胡同先
后兴起德义诚、德和盛、永聚兴等 12
家铜器店。

9-10月份举办
公众考古系列活动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负

责人介绍，2020 年上半年，市考古所
共进行了 4 项考古发掘，其中 3 项为
去年根据考古勘探工作发现进行的
考古发掘，1 项为抢救性考古发掘。
这 4 项考古发掘有汉代建筑址、辽代
墓葬、清代墓葬及沈阳方城区从魏晋
至民国时期连续叠压的遗存。发掘
年代跨度大，收获较丰富，发现了一
些重要的遗迹及类型多样的遗物。
市考古所将会在履行报批手续后向
社会公布考古发掘成果。

此外，按照省、市文物局的工作
部署，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将在9-
10 月份举办公众考古系列活动。“公
众考古工作是市考古所近年来一直
坚持的以向公众宣传考古知识的一
项基础性工作。今年公众考古的工
作方案已经基本成型，届时将向社会
公布具体活动内容。”该负责人说。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
道 沈阳实行考古勘探前置，将考古
勘 探 工 作 提 前 到 土 地 收 储 之 前 。
2020年上半年，市考古所共完成了38
个地块的考古勘探工作，勘探项目数
量达到了上年同期的 211.1%。在已
验收的 38 个考古勘探项目中已经揭
示出了10处考古新发现。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负
责人介绍，2018 年，沈阳市被国务院
列为全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试点城市之一。同年10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
见》，文件指出：“完善基本建设考古
制度，地方政府在土地储备时，对于
可能存在文化遗存的土地，在依法完
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不得入
库”。

沈阳市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11 月
出台了《沈阳市工程建设项目考古勘
探 管 理 办 法（试 行）》（沈 政 办 发

〔2019〕37号），办法明确规定：对拟收
储项目、拟划拨用地的建设项目、工

业项目地块、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及其他类型地块中符合考古勘探范
围的地块均提前进行考古勘探工作。

目前，沈阳各区县共申报 170 个
前置考古勘探地块，用地面积合计
1929.5 万平方米。通过现场勘验，市
考古所先对符合考古勘探条件的 41
地块进行考古勘探，用地面积合计
404.8万平方米。已完成了27个地块
的考古勘探工作，实际勘探面积合计
107.2万平方米。

实行考古勘探前置后，配合基本

建设的考古勘探工作量较以往有所
减少。市考古所共收到审批大厅下
达的 19 个建设项目考古勘探工作委
托，用地面积合计 184.5 万平方米。
市考古所已经完成了其中 11 个建设
项目的考古勘探工作，实际勘探面积
35.8万平方米。

综上所述，2020 年上半年，市考
古所共完成了 38 个地块的考古勘探
工作，勘探项目数量达到了上年同期
的211.1% ；实际勘探面积143万平方
米，达到了上年同期的201.4% 。

在已验收的 38 个考古勘探项目
中已经揭示出了10处考古新发现，其
中包含1处辽金时期遗址、1处盛京城
王府及8处清代墓葬。创下了市考古
所建所近 20 年来考古发掘项目数的
新纪录。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市文物局
向省文物局申请对 10 处考古新发现
进行考古发掘，如考古发掘工作成果
显著，有原址保护价值，市考古所将
推动相关遗存保护利用工作。”该负
责人说。

辽宁新增8例本土确诊病例
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这里是清代沈阳唯一铜行制品集散地
皇太极将其设置在皇城之下 以示“铜心”之意

土地储备先过“考古关”

沈实行考古勘探前置 已揭示10处考古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