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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石屋布局很离奇
18日，记者和考古人员冒着小雨在大雾中

登上具茨山。道路崎岖坎坷湿滑，很不好走。
一个多小时后，来到山顶平台的“老山坪古寨
群遗址”，从平台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向北走
约200米的距离就看到少量石屋。这些石屋看
上去十分古老，但有几座房子基本完整。其中
一座石屋长约8米，进深约5米，屋内套间墙壁
有 1米厚。石屋对面还有一座较小的石屋，两
门相距2米左右。记者发现这个小石屋竟然有
茅坑，是个厕所。

在一处相对平整、开阔的山坡上，分布着
成片的石屋，这些石屋都没有了屋顶，所能看
到的均为半截的石头墙壁，部分石屋开门的方
向清晰可辨。石屋之间的间距都很近，有的相
距只有30厘米，有的甚至紧挨在一起。这些石
屋都没有院墙，在成片的石屋外边，有一排倒塌的
寨墙。石屋布局与现代建筑布局明显不同。

遗址处发现神秘岩刻
在一间石屋附近有一个破损了的日晷，日

晷上有很多圆坑，好像是人为敲击上去的。“日
晷被发现的时候，是在一间石屋里，后来为了
保护它，用两头牛和七八个壮小伙才把它弄了
出来。”跟随记者采访的新郑市黄帝故里文化
研究会的刘伟鹏介绍说。

在石屋遗址不远处的两块石头上发现了岩
刻符号。其中一块石头上是两道比大拇指稍粗
的痕迹，好像是用坚硬的器具刻画上去的。另
一块倾斜的石头上，有两排圆坑，大小和乒乓球
差不多，有深有浅，每行6个。刘伟鹏说，这在遗
址上是首次发现，不过像这样的神秘岩刻，具茨
山上共有3000多处，是谁刻画上去的不得而知。

在一座石屋内发现了4个连在一起像“山神
庙”式的小型建筑，进深1米左右，高度和宽度在
30～50厘米。“我来这里好几次了，这种大小的

建筑还是第一次看到。”刘伟鹏感到十分稀奇。
“这儿有几块瓦片。”刘伟鹏在附近几间石

屋里发现了几块破碎的蓝色陶制瓦片。这些瓦
片厚度均为1厘米左右，有的上边还有波浪纹。

遗址规模之大十分罕见
记者粗略数了一下，这里的石屋至少有

400多间。“你看到的石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从这里向北、东、南方向的山头上，还有大量石
屋遗址，远远看去非常壮观。几个山头上的石
屋遗址分布成 7个聚落群，总量至少也有 2000
多间。”刘伟鹏说，遗憾的是，由于下雨山上起
雾，能见度只有 10多米远，看不到远处石屋遗
址的景象。

新郑市文物局在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工作中发现了此处遗址。遗址海拔高度
683～753 米，周长 3340 米，现存寨墙长 3180
米，房址 436处，遗址面积 32万平方米，加上附
近山头的石屋遗址，规模之大非常惊人。为确
定该古城寨的始建年代、功能性质、社会状况，
去年 10月 17日至 11月 3日，新郑市文物管理
局在这里开展专项调查，按 1∶1000的比例绘
制了石屋分布的遗址平面图。

他们在调查中还发现，石屋附近一块裸露
的大石头上有一个旗杆洞。石屋群中出现了
一个“四合院”式的建筑遗址，好像是领导人居
住的地方。在一间石屋内的一个角落里，他们
发现了一个使用过的灶台，灶台处的泥土有被
火烧过的痕迹。

“石屋的规模非常大，在国内都十分罕见。
石屋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可能比神秘岩刻的价
值还要大。”新郑市市志办主任荆勇杰分析。

石屋遗址是否黄帝屯兵处？
史书记载，具茨山曾是黄帝活动的重要地

区，至今山上还有许多黄帝文化遗迹。而这里

的石屋遗址位置险要，依山势而建的石屋遗址
群具有极强的防御功能，可与其他山头的石屋
遗址群遥相呼应。那么，石屋遗址是不是黄帝
屯兵驯兽的地方？或是其他年代的古代军事城
堡？神秘符号是不是古时候记录战事的地图？

去年，受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邀
请，北京大学宋豫秦教授、中国科学院周昆叔研
究员等专家组成野外考察队，利用20天时间深
入具茨山对大量的岩刻符号进行研究。他们对
两处全新世中期褐红色古土壤叠压的岩刻符号
进行科学测定，初步判断岩刻符号的年代应当
不晚于全新世中期，即距今4000至8000年。

石屋遗址和神秘的岩刻符号是否同处一
个年代？是不是同一群人留下的呢？

“根据现场情况看，石屋可能是古代老百
姓或某个团体，在矛盾中生活的临时防御措
施。不能说和黄帝没有关系，起码是黄帝子孙
建造的东西。”19日上午，中国科学院的周昆叔
研究员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岩刻符号与石
屋遗址并非一个年代，石屋遗址建造时代要比
岩刻符号晚得多。

年代和用途还有待考证
去年年底，新郑市文物局在具茨山挑选具

有代表性的11座石屋遗址进行试掘，出土了陶
器、瓷器、铁器、铜器和石器等生活遗物。但由
于此次调查工作中只试掘清理了 11座石屋遗
址，仅占436处石屋遗址的2.5%，不能完整地反
映古城寨遗址的真实面貌。

“这些石屋好像是古代战乱留下的遗迹，但
究竟是躲避土匪用的，还是土匪建的，还是多个
时期沿用下来改造过的建筑，目前都没有可以
进行科学测定的物证。”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
长张新斌曾到现场进行查看过，他说，具茨山上
的石屋遗址不同于目前人们居住的房屋，但确
定其年代和性质还需做大量研究工作。

新密3000亩矿区将恢复生态
□晚报记者 熊堰秋 通讯员 李绍光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新密市有关部门
获悉，该市的生态环境修复工程正式开工建
设，今年将完成恢复矿区生态植被3000亩。

据新密市政府有关人员介绍，按照规
划，新密市将按照“谁破坏，谁治理、栽植，
谁受益”的原则和“占一补一”的标准，在
关停废弃矿山、煤矿、采石场、耐火厂和水
泥厂周边实施高标准造林绿化。

新密将通过工程造林、封山育林、道
路绿化等多项措施综合治理以恢复矿区
生态植被。今年计划将完成恢复矿区生
态植被3000亩。

新密将建16万亩森林公园
□晚报记者 熊堰秋 通讯员 王炎军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新密市林业部门
获悉，继建成神仙洞省级森林公园后，新密
将建设第二处省级森林公园，新密市民又
添一娱乐休闲的好去处。

据了解，新建的省级森林公园位于新
密市南部山区，包括苟堂大鸿山景区、超化
寺景区和平陌柏崖山景区。森林公园总面
积16.3万亩，林地面积10.8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到56%。新密森林公园将建成森林风
景资源丰富，野生动物种类繁多，水文景
观、人文景观、地文景观丰厚的场所。

为筹钱上网竟盗割铁轨
长葛市的张杭、徐阳、张峰、张洋 4个年轻

人，没有工作整日无所事事，平时好吃懒做妄图
不劳而获，又酷爱上网、打电子游戏。去年 11
月13日下午，4人为筹集上网打游戏的费用，预
谋偷盗广告牌。他们找来氧气切割机，开着三
轮车到附近的开封至许昌段的公路上准备偷盗
铁制广告牌卖钱花。找了一路，没有发现可偷
的广告牌。

看到铁路，4个人打起了铁轨的主意。他
们来到新郑境内的开许公路附近一铁路道口西
约300米处时，看看周围没有人，迅速拿出切割
机准备盗割钢轨。这时，一列火车驶来，4人赶
忙停止切割躲到一旁。列车过后，4人再次开
始切割，丝毫不考虑恶果。

损失巨大，犯罪嫌疑人很后悔
半个多小时的时间，4人将4节约11.6米的

钢轨割掉，拉回长葛一废品收购点，4节钢轨共
卖了约400元钱。

随后，一列从此经过的货物列车脱轨颠覆，
导致铁路行车中断。列车工作人员立即与当地
铁路部门联系，进行了紧张的抢修，18个小时
后钢轨终于修复，但是因 4人盗窃钢轨造成的
直接损失达85536元。

警方通过侦查，锁定张杭、徐阳、张峰、张洋等
4名犯罪嫌疑人，次日，他们被警方抓获。讯问时，
4名犯罪嫌疑人对盗割铁轨一事供认不讳。“都是
一时财迷心窍，犯下这么大的错，造成这么恶劣的
影响，现在我真的好后悔啊。”被捕后，张峰对自己
和3名同伴的行为十分懊悔。

有人报警：被绑架勒索79万
新密警方半年侦破案件，3绑匪落网

□晚报记者 熊堰秋 通讯员 魏锦池

本报讯 半年前，新密一市民连人带
车被绑架到郑州，绑匪向其亲人索要79万
元赎金。新密警方缜密侦查半年之久，终
于侦破这起绑架勒索案。2月 19日，犯罪
嫌疑人袁永根、安海臣和郭伟全部落网，
以涉嫌绑架罪被刑事拘留。

一市民报警曾被人绑架勒索
2008年9月17日13时许，新密市公安

局刑侦大队接到市民马某报警称，2008年
9月 14日晚上，他被 3个人绑架到郑州。
在遭到殴打恐吓后，被迫向绑匪交了79万
元的赎金，才得以安全脱身。

经过摸底调查，民警判断绑匪对受害
人有一定的了解，其目的在于图财，应该
为本地人伙同外地人作案。但是报案太
晚，错过了最佳破案时机，侦破工作一时
陷入僵局。

今年2月上旬，专案组排查到一条线索：
绑架案件发生前的一段时间里，有一辆红色
昌河面包车曾在现场附近多次出现。办案
民警抓住这些蛛丝马迹，终于从新郑市找到
红色昌河车和车主。据车主刘某反映，去年
农历七月前后，有几个人租过他的车，多次
到新密转悠，具体办什么事他也不清楚。只
知道租车人中，有一个是新密白寨人，好像
叫袁永根。

3名绑匪都有过犯罪前科
提起袁永根，老刑警们都知道，1993年

他曾犯爆炸罪被法院判过重刑，这起案件
中，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最起码他是知情
人。据此，专案组果断决定传讯袁永根。

经过反复较量，袁永根终于供认，是
他伙同安海臣和郭伟制造了那起绑架
案。民警于 2月 19日凌晨将安海臣和郭
伟从开封市抓获归案。

据办案民警介绍，袁永根是新密人，
安海臣和郭伟都是开封人，3人同在开封
监狱服过刑。2008年夏天，3人为过上舒
适生活，密谋后决定绑架勒索钱财。他们
租了新郑人刘某的面包车来新密踩点近
两个月，最后将目标锁定在马某身上。去
年 9月 14日晚上，3人将马某连车带人绑
架到郑州郊区，让马某往家打电话送钱。
次日上午，3人得到79万元现金后，乘出租
车逃离了现场。

“新郑发现古代军事城堡”新闻追踪
记者和考古人员探秘新郑具茨山意外收获

神秘石屋旁又发现神秘岩刻
近日，新华社播发一条消息，称

考古人员在新郑具茨山上发现了一
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大型城堡遗址
群。该遗址群由 7 个中小聚落群组
成，共有2000多间石屋。城堡均建于
山顶附近的开阔地带，三面临崖，城
墙坚固耐用，易守难攻。专家们从城
堡的结构、规模和军事防御性质来推
测，该城堡很有可能是战国时期甚至
更早的建筑群遗存。也有人分析该
聚落群有可能是古代占山为王者安
扎的营寨，被后人改建或利用过。18
日，本报记者与考古人员登上具茨
山探秘遗址群。

晚报记者 王军方 文/图

为筹钱上网，4个小伙偷盗铁轨
货车颠覆，造成铁路中断18小时

长葛市4名年轻人为筹集钱上网，竟
到新郑境内盗窃火车钢轨，致使一货物列
车脱轨颠覆，铁路运输中断 18 小时。近
日，4名犯罪嫌疑人被新郑市检察院以涉
嫌破坏交通设施罪批准逮捕。

晚报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樊思博 文/图

石屋旁发现的神秘岩刻符号石屋旁发现的神秘岩刻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