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0

报警 有人被埋在井里

9日15时05分，登封市公安局接到交河口
贾村村民报警：“井壁塌方，有人被埋在井里。”

登封市消防大队官兵立即赶到现场，一位
中年妇女满面泪痕走上前来说，被埋的人是她
的丈夫贾国明，今年40多岁，“下午2点多的时
候，他说要把已经塌了3年多的红薯窖口封上，
红薯窖就在水井中间，我在上面负责递工具，还
不到半个小时，突然听见‘轰隆’一声，趴在井口
一看，井里都是石块，根本就看不到人了，我当
时吓坏了，赶快跑到外面叫村里人过来帮忙。”

营救 两套方案同时施救

埋住贾国明的井是一口百年老井，直径只
有 50厘米左右，仅容下一个成人的身子，从井
口到贾国明的头部大约 4米深，井里面都是石
块，且还不断有石块往井里掉。贾国明的妻子
说，贾国明所在的位置离水面约有两三米。

救援人员决定两套方案同时实施。第一
套方案是在靠近水井边挖一条通道，斜插挖到
贾国明所在的位置，方便救援。第二套方案是
由身手敏捷的战士贾海龙“倒挂金钟”，一块块
捞出贾国明头上的石头，以减轻他的负重。

救援过程并不顺利，在往上捞石块时，不
断有新的石块掉落井中，贾海龙和贾国明的
安全都受到了严重威胁，这个方案被迫停止。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村民们找来照明工
具，在院子里扯起了电灯，帮助战士抛土、运
土、运石、换挖通道。

3个多小时过去了，终于能看到贾国明的
头部了，救援人员将头盔戴在了贾国明头上，
以免石块再砸住他。

当晚7时许，在大家的欢呼声中，贾国明被
消防战士从斜洞里抱了出来，他得救了。

脱险 皮肉受伤幸无大碍

贾国明被救出后，早已等候在旁边的

120 救护人员迅速为他做了检查，除了脸和
脖子周围有轻微的擦伤、身上有几处碰撞伤
外，其余没有大碍。“塌下那么多的石头竟然
没有砸中他的头，真是奇迹！”医护人员感叹。

昨天下午，记者见到从医院回家的贾国
明，他告诉记者，他从矿上下班后，决定下井
修整井中的红薯窖，快下到井底时，不小心
扒掉了井壁的一块石头，本来就有些松动的
井壁开始坍塌，石块纷纷砸向他。

当时他非常清醒、镇静，他用一只手扒住
一处较为结实的井壁，另一只手圈起来护住
头，双脚拼命踩住下面井壁的石缝，大声呼救。

贾国明说，他现在想想还非常后怕，当时
若松手了，他就会落水，就会被埋在井底。

新密发现一处大型遗址
疑为黄帝城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晚报记者 熊堰秋

本报讯 近日，新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在
岳村镇马沟村黄帝岭高台地上发现一处大型古
文化遗址，专家推测，这可能是一座介于仰韶、
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遗址，疑为黄帝城。

黄帝岭下埋着古文化遗址
昨日上午，新密市岳村镇的宋先生来电称，

在他们村南侧一高台上，近几日来，常有文物考
古人员拿着锛等工具，在高地和老城墙上寻找
文物。听说他们发现这一带是一个大的文化遗
址，因为它在溱河的上游，与新郑的郑韩故城相
连，应该是一个大的考古发现。

昨日 13 时，记者赶到了岳村镇马沟村村
南，在金兰寨长长的土岭前，23 岁的村民郑海
军正用手中的刀子在这面墙上挖嵌入的陶片，
他挖出一块带有鱼鳞图案的陶片后对记者说：

“这种瓦片，就是新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工作人
员几天来要找的东西。”

记者发现，这段古城墙上，几乎到处都能
看到一些古代的陶片，有的上面有绳纹，有的
上面有方格纹。

包括仰韶、龙山及春秋时期文化
新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魏新民介

绍，遗址位于岳村镇马沟村南部的高台地上，
东、南、北三面为溱水支流环绕，东临五星水库，
西为黄帝岭，东西长535米，南北宽465米，呈长
方形，总面积25万平方米。在遗址的几处断崖
上，可发现多处灰坑及暴露较厚的文化层，文化
层厚0.3至2米，有残石器、陶片、红烧土、兽骨、
人骨、木炭等遗物。特别是在遗址的两处断崖
上发现了宽10多米的夯土墙基，地面上能看到
高1至2米、长50余米的墙体，就像古城墙。根
据史料记载和当地遗存，有考古专家认为，黄帝
岭古城遗址就是黄帝城。

魏新民分析说，黄帝岭遗址文化内涵包括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春秋时期，延续时间长，对
于研究黄帝岭文化、探讨中原地区历史文化序列
有着重要价值。 线索提供 宋先生 杨建敏

脚下是井水,头上是石头
被埋4小时他奇迹般获救

9 日 15 时许，登封市中岳办事处
交河口贾村村民贾国明，正在家中修
整百年老井里的红薯窖时，井壁突然
坍塌，他被埋在井里。消防官兵、民警
及村民经过近 4 个小时的营救，前天
夜里7时许，他被成功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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