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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记者来到农
民考古专家赵如一的家，这是一个破旧的四合
院。记者穿过满院子的破罐烂石来到堂屋，一
张破旧的桌子上堆着高高的一摞书，赵如一正
在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见到记者他笑着说：

“等一下，我写完这一点。”
一会儿，赵如一笑着走出堂屋，抚摸着他

的那些“宝贝”，向记者讲述了他的考古历程。
1984 年，村里分田到户，赵如一种地时

发现地里有许多陶片，锄地时又锄出了两个

石斧。从小就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赵如一
猜测这可能就是新石器，于是便捡回家分门
别类地整理好。

为了学到专业的考古知识，赵如一订阅了
《中国文物报》和《中国考古报》，买了许多历史
书籍来自学，对捡回来的陶片进行研究。

几年间，他走遍了君召的山山水水、田间地
头，在南洼、郭岭、黄城等地，他收集了180多件
石器、古陶片、铜、铁器等文物进行研究，后来这
些文物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国家。

□晚报记者 熊堰秋 文/图

本报讯 见过猫上树、鸡上墙，有谁见过
狗儿在房顶上安家？昨天，记者在新密岳村镇
采访时，就见到了两条狗儿在房顶上“安营扎
寨”。狗的主人说，这都是给偷狗贼闹的。

昨天上午，在岳村镇政府旁边一家废品收
购站的屋顶上两条大狗颇引人注目。只见人字
形的屋脊上，一个汽油桶改装成的“狗窝”里面
趴着一条黄黑相间的大狗，伸出脑袋警惕地四
处张望，另一条大狗蹲坐在房檐边上，两条大狗
的脖子上都拴着铁链子，铁链被固定在房顶上。

为啥让狗在房顶上“安
家”？狗的主人郑振松说，时
下正是冬季，也是食狗肉的
时节，现在市场上狗肉的销
售十分火爆，价格看涨，一
些不法分子就打起了狗的
主意，他们用迷药迷晕狗后
偷走变卖。他在公路边开
了一家废品收购站，为防小
偷，他特意养了 4 条狗看家
护院，没想到刚入冬，就有
两条狗被人偷了。没办法，
他只好把狗拴到房顶上，夜
里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起
来巡视一番。

“现在偷狗的可猖狂了，
今儿一大早，附近又有两条

狗误食了偷狗贼的毒食。”顺着郑振松手指的
方向，记者看到一条大狗趴在路边，嘴里流着
白色的黏液，奄奄一息。它的主人看到狗儿这
个模样，难受得默立在一旁抽闷烟。“还有一条
狗也被药着了，刚被它的主人抱走。要不是主
人来得及时，这两条狗恐怕早被偷走了。”

在一个垃圾堆边，记者找到了偷狗贼下的
药饵——一只猪蹄内夹着一撮白色药末。“这些
药都是毒药，狗吃了后，人再去吃狗，说不定人也
会中毒的。”郑振松说，他希望警方加大对偷狗贼
的打击力度，以防带有毒药的狗肉流入饭店。

昨日上午，荥阳市25所中小学代表队
在体育馆展示了苌家拳的一招一式，看到
此，苌家拳第七代传人、苌家拳协会会长苌
松华激动地流下热泪：“苌家拳真是后继有
人了，老苌家拳传人死也瞑目了。”

今年5月，苌家拳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9月，荥阳市教体局把苌家拳列为中小

学校的地方课程，全市有6万多名教师学
生开学苌家拳。昨日，荥阳市教体局组织
了中小学生苌家拳展示赛，以检验教学成
果。1500名学生分成25个代表队，统一着
装，在音乐声中，一招一式地展示着苌家拳的
独特拳法。

晚报记者 姚辉常 文/图

登封的农民考古专家发现的南洼遗址曾震惊考古界

最近发现的两处遗迹有可能改写历史
提起赵如一，当地人没有

不知道的，被人们亲切地称为
“农民考古专家”。他1945年出
生在登封市君召乡，自幼家贫，
中学就辍学务农。他对登封当
地的文化、历史、奇石异木颇感
兴趣。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探索
和研究，他在当地发现了11处
古文化遗址，其中著名的南洼
遗址的发现震动考古界。

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张朝晖 文/图

担心狗被盗，赶狗上房顶

南洼遗址位于君召乡南洼村，诳水河以
东，面积约 8平方公里的台地上，目前已经发
现灰坑、墓葬近 30处，出土有打制、磨制的石
器和陶器、蚌器、骨器等标本数百件。“我在南
洼发现的东西，应属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二
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赵如一说，于是 1992
年 8月，赵如一分别向登封县文物局、河南省

文物所、中国社科院寄发了《君召村南地是一
处延续时间很长的古文化遗址》考古调查报
告，受到中国社科院有关专家的高度重视。

后来经郑州大学考古系专家挖掘考察后，
省市有关专家鉴证，确定“南洼遗址”为文物
保护区。2007 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
省重点保护单位。

2007年年底，赵如一从亲戚家回来，路过
君召乡胥店村的一块麦田时，无意间发现麦田
里有很多破碎的陶片，不由得心中一动，蹲下
身子捡起陶片仔细甄别。

回家后，赵如一迫不及待地又开始了新的
研究。他认为，麦田里散落的陶片应该是新石
器时代的东西，与南洼遗址同时期同类型。他
把这一遗址起名为“胥店东河遗址”，准备整理
出一篇考察报告，递交给文物管理部门。

一个月前，登封来了一批考察古文化遗址
的大学生，请赵如一为他们讲解。赵如一带
领这些大学生在黄城遗址考察时，又发现了

一个带有祭祀性质的“奠基坑”。古时在垒
城墙时，先祭祀，再动工，而且是用人来祭祀
的，从灰坑中发现的儿童骨头来看，不难考
证，这个坑的形成时间应该是在大禹时期，
因为春秋末期已经不用活人祭祀了，只有大禹时
期以前还用活人祭祀。

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黄城寨乃春秋末
期郑庄公的陪都，寨墙全是用黄土夯起来的，
是我国历史上年代最久、保护最完好的水围寨
城墙。赵如一说，一旦专家考察定性，黄城的历
史将从春秋末期提前2000～3000年，到大禹时
期甚至更早。

发现著名的南洼遗址，震动考古界

又发现两处遗迹，有可能改写历史

种庄稼之余自学考古成专家

本报讯 以前，办理土地证审批、户口迁移
手续，村民需要跑到镇里或县城去办理，并且不止
跑一次，很麻烦。如今，中牟县在300多个村设立
了服务站，村民不出村即可办理20多项业务。

“村级便民服务站设立了证照代办业务，土
地证审批、户口迁移审批等需由政府盖章的各
种证明均可在村里办理。还可提供法律、政策、
劳动力和人才需求信息等方面的咨询。”中牟县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主任王建智说，服务站同时
还提供公共事业服务如农户电话、有线电视线
路维修等代理业务。

据了解，村级便民服务活动向当事人提供
的代办、协办服务均不收费。明年中牟县 423
个行政村的村级便民服务站将达到100%运营，
服务网络走在郑州各县（市）前列。

晚报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张效强 邢玉合

中牟建立村级服务站 很多事不出村也能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