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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记者 卢河燕）近
期冷空气频繁影响我国，南北方多
地气温屡创新低。在江苏，前一波
冷空气刚走，新一股冷空气发货，
预计12月 11日—13日全省48小
时最低气温将下降3~5℃，多地将
体验“冷上加冷”，部分地区或将迎
来今冬初雪。

12月 10日，暖湿气流有所增
强，全省天空阴沉沉的，淮河以南
部分地区还有些小雨。南京在阴
雨的笼罩下，体感湿冷。根据最新
气象资料分析，此次降水过程将持
续到11日上午，天气将转好，阳光
重新上线。

冷空气即将带走雨水，但降温
还未结束。14 日早晨最低气温
0℃线将南压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
带。对江苏而言，全省最低气温将
普遍突破冰点或冰点以下，其中淮

北北部最低可达-4℃；南京也将挑
战冰冻线，预计低至-3℃。本周未
来几天寒冷升级并“超长待机”，提
醒大家外出需要穿厚实的冬装。

从全省来看，12月 10日夜里
至 11 日淮河以南地区有降水天
气。12月10日20时至12月11日
20时，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雨并渐止
转阴到多云，其中东南部地区雨量
中等，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最高温
度：江淮之间地区10～11℃，其他
地区8～9℃；最低温度：西北部地
区 1℃左右，东南部地区 6～7℃，
其他地区4℃左右。全省偏北风4
级左右。

12月11日20时至12月12日
20时，全省多云到阴。最高温度：沿
江和苏南地区10～11℃，淮北北部
地区6～7℃，其他地区9℃左右；最
低温度：西北部地区-2～-1℃，东

南部地区 3℃左右，其他地区 0～
1℃。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
是3~4级。

12月12日20时至12月13日
20时，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
沿江和苏南地区 10～11℃，淮北
北部地区6～7℃，其他地区8℃左
右；最低温度：西北部地区-1℃左
右，东南部地区4℃左右，其他地区
1～2℃。全省偏西风 3~4级转西
北风4~5级阵风6级。

阳光重新上线，气温继续走低

现代快报讯（记者 顾潇）扬
州老城区的刘庄是晚清扬州名园
之一。由于一直是各单位的办公
场所，刘庄一直不为外人所知。
近日，刘庄的修缮更新利用工程
拉开了帷幕。据介绍，刘庄将打造
成为盐商文化沉浸式生活体验景
区和扬州传统建筑技艺工坊。不
久的将来，这一盐商大宅将会成为
广陵路古城保护更新的新亮点。

位于扬州古城广陵路272号
的刘庄，与二分明月楼隔路相望。
12月10日，现代快报记者在广陵
路采访时看到，刘庄门前已经立
起围挡，施工人员正在进场，修缮
更新利用工程已经拉开大幕。

刘庄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初名“陇西后圃”，建于清光绪
年间，是晚清扬州名园之一。民
国十一年（1922 年）原江南吴兴
县刘氏盐商来扬做生意，买下这
处宅子，重新修葺，起名“刘庄”。
因为他在临街住宅内开设过“怡
大钱庄”，又称“怡大花园”。

据介绍，刘庄占地面积很大，
南北长 130 多米，东西宽 50 多
米，占地6160平方米。楼房厅堂
房屋数量很多，大小加起来有
150多间。建筑规模也很大，横
联纵贯，横有四路（即4条轴线）
住宅组群并列，纵有四进、五进连
贯延伸，保存有楠木厅。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的用途也在

不断改变，曾是左卫街派出所、供
销合作社、商业局、公共饮食公
司、邗江县委、广陵区公安分局等
单位的办公场所。

刘庄不仅保存有楠木厅，更
有众多“宝物”，背后还有不少传
奇故事。刘庄的花园很美，入口
有一个月洞门，上题“余园半亩”
四字石额，小小的院落中，汇集了
不少扬州罕有的“宝贝”，南墙下
一棵茂盛的白皮松，已生长 200
多年。

刘庄最宝贵的是一座清代戏
台，那是扬州戏曲的珍贵见证。
最夺人眼球的是一块载入《中国
园林名录》的老太湖石，其石色微
黄，形状奇特。石头中间有一个
巨大的洞，酷似“巨眼”，而奇石的
北端又像张开的巨大鸟喙，像凤
头。据了解，这是刘庄的一个“镇
庄之宝”，根据它的风化程度，这
块湖石在园中至少有三四百年
了，堪称“奇峰”。

此次实施改造的刘庄片区项
目，地处湾子街历史文化街区范
围内，总建筑面积约 5279 平方
米，主要对刘庄进行保护修缮和
活化利用。据项目负责人介绍，
刘庄片区项目将结合周边地块资
产归集和改造更新，融入文创、茶
艺、艺术展览、研学等要素，打造
盐商文化沉浸式生活体验景区和
扬州传统建筑技艺工坊。

秋去冬来，气温骤降，南京再度迎
来久违的“老朋友”——普通鸬鹚。群
鸟共舞的场面蔚为壮观，成为南京秋
冬的“顶流”。

近日，不少市民游客在城市上空
惊喜地发现，大批鸬鹚集结、栖息。

普通鸬鹚被称为“捕鱼达鸟”。只
见这些体态修长、全身黑色的“潜水健
将”，时而成群结队盘旋，时而俯冲入
水捕捉鱼虾，时而悠然伫立梳理羽毛
……每个画面都生动唯美，构成一幅
自然和谐的生态画卷。一般来说，普
通鸬鹚每年 10月至次年 4月飞临南
京，如旧友赴约，续写迁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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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顶流”

它的发现，划定了明
皇宫“东至”

1366年，朱元璋命精通堪舆术
的刘基等人卜地，规划宫式图，把
新宫地址选定在旧城白下门外二
里许的钟山之阳，“东北尽钟山之
趾，延元亘周回凡五十余里，规模
雄壮，尽据山川之胜焉”。

南京明故宫由皇城和宫城内
外两重构成，殿阁崇伟，气势恢
宏。平面呈方形，皇城南北长 2.5
公里，东西宽 2公里；宫城南北长
0.95公里，东西宽0.75公里。

600多年后，规模宏壮的明故
宫已化作尘土。世人只能大致知
道它的范围：东起中山门以内南京
博物院一带，西至今竺桥、逸仙桥
一带，南至光华门一线，北至今佛
心桥一带。

那么，它的确切四至是什么样

的？皇城东西南北墙分别在哪？
2015 年，考古研究人员在南京龙
蟠中路发现了明故宫皇城西墙遗
址。此前，曾在后宰门发现了皇城
北墙遗址。那么，东墙遗址在哪？

去年，因李府街道路拓宽，南
京市考古研究院对街道拓宽部分
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南北走
向、宽度尚未完全的城墙遗迹。

考古学者们认为，这段遗迹应
该是明故宫皇城东墙遗迹。这一
发现，为勘定明故宫皇城东线范围
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为寻找皇
城一些重要的城门位置提供了关
键依据。

国家文物局：进一步研
究明确新发现城墙的走向

在国家文物局网站上，现代快
报记者看到一份“国家文物局关于

明故宫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南京
市李府街道路拓宽的批复”。批复
中表示：原则同意在明故宫遗址建
设控制地带内实施南京李府街道
路拓宽改造项目。

不过，方案要求修改，要加强
对考古成果的分析研究，结合南京
皇城城墙历史文献等相关资料，进
一步研究明确新发现城墙的走向、
墙体宽度等信息。

同时，根据相关研究进一步优
化展示方案，做好标识系统设计，
利用标识与解说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展示。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根据国
家文物局的回复，项目建设单位将
按照要求进行保护展示。考古部
门下一步将根据南段剩余路段的
扩宽改造计划，继续开展勘探发
掘，希望能够找到皇城东南拐点并
继续探索皇城南线的范围。

南京明故宫皇城东墙找到了
南京明故宫，中国古代都城宫

殿建筑的集大成者，北京故宫的蓝
本。600多年后，昔日恢弘的明故
宫已化为尘土，就连皇城的确切边
界都变得模糊。近日，在南京李府
街道路拓宽改造项目中，南京市考
古研究院考古发现了一段南北走
向、长20多米的城墙遗迹。考古
学者们认为，这是南京明故宫皇城
东墙遗迹，是首次在这一区域发现
这么完整的城墙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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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扬体宣
记者 庄剑翔）12 月 8 日 7 时 30
分，2024 广州马拉松赛（以下简
称“广马”）鸣枪开跑。经过激烈
的争夺，扬州大学学子陈天宇以
2小时09分31秒排名第六，夺得
国内男子组冠军。这是他继 11
月 3日开跑的北京马拉松（以下
简称“北马”）成功卫冕后，时隔
30多天再次斩获国内组冠军。

尽管运动生涯第四次跑进
“210”，并加冕北马和广马“双冠
王”，但第一次踏上广马赛道的陈
天宇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他
希望以广马作为 2025 年的新起
点。“期待明年跑出更高的水平，
冲击十五运会男子马拉松金牌和
东京田径世锦赛达标的双目标。”
陈天宇说。

陈天宇属于大器晚成的选
手，相比于何杰、吴向东、杨绍辉
和董国建等国内马拉松人气选
手，他出道早、成名晚，相对沉寂
但从不缺少韧性和硬实力。从最
初只能跑2公里到成为马拉松健

将，其间他更换了四名教练；从心
有不甘转战马拉松赛场到 2024
年成为广马、北马“双冠王”，陈天
宇默默付出了十年。陈天宇称自
己是一个目标坚定并为此会持之
以恒的选手。

本次广马邀请的男子精英选
手中，有 4人的最佳成绩在 2小
时 7分以内，陈天宇赛后承认看
到了实力上的差距，但北马和广
马的双冠，也让他信心倍增地开
始憧憬2025年。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陈天
宇已经锁定了 2025 年的两个目
标——十五运会男子马拉松金牌
和东京田径世锦赛达标。2025
年的十五运会将是陈天宇运动生
涯的第三次全运之旅，此前两次
他因伤病成绩并不理想，他希望
以广马为起点，全力备战2025赛
季，“我计划在云南楚雄进行三个
月冬训，明年初将参加大阪马拉
松，我很渴望与日本选手来一场
PK，再全力冲击十五运会金牌和
世锦赛达标。”

晚清扬州名园刘庄开始修缮

大学生连获北马、广马“双冠军”

今天 上午阴有小雨到中雨，下午到
夜里阴转多云，偏北风4到5
级，4~9℃

明天 多云到阴，东北风3到 4级，
1~11℃

后天 晴到多云，西北风4到5级阵
风6级，3~10℃

南京三日天气

“刘庄”修缮更新效果图

李府街考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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