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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县市

看见别人赚钱他眼红
一夜间砍伤人家果树500棵

□晚报记者 周炜卿 通讯员 崔娟娟 许波

本报讯 家住巩义某镇的李宋元老汉的
500多棵果树一夜之间被人砍毁，后来发现是承
包给他土地的李武所为，遂将李武告上法院。

1998年，和李宋元同村的李武承包了20亩
土地，因管理不善连年亏损。2004 年，李武找
到李宋元希望他能接手该土地。当时双方口
头协商“土地经营权从此后归李宋元所有，由
李宋元缴纳每年每亩600元的土地租金。”

接手土地之后，李宋元老汉认为种植果树
比较赚钱，而且自己有管理果树的经验。便在
地里种植了500多棵桃树、柿树，又在土地的边
缘地带种了几百棵桐树。

到了2007年，桃树开始结果子，虽然是第一
年结果子，由于李老汉管理得好，当年便获得了丰
收。看到李老汉赚了钱，李武非常眼红，他找到李
老汉，说要收回土地自己经营。李老汉拒绝了他
的要求。2008年，桃子又是大丰收，李武再次提
出要收回土地，李老汉不答应，两个人发生争执。

2009 年 1 月 4 日，李老汉到地里去看果
树。刚走到地头的他顿时傻了，只见几百棵果
树都被砍伤，有的被剥皮，有的被截断果枝。有村
民对李老汉说，好像见到李武头晚上去了果园。
李老汉便去找李武询问，李武承认是他所为。

李老汉要让李武赔偿损失，李武死活不
赔。无奈之下，李老汉将李武告上了法院。3
月4日巩义市法院审理了此案。最终法院判决
李武赔偿李宋元经济损失9000元。

新密交警首尝“竞聘上岗”
□晚报记者 熊堰秋 通讯员 申建中 方亚娟

本报讯 前天，新密市交警大队首尝“招
聘上岗”，由各中队负责人自行挑选民警。最
后没人挑选的民警被视为自动“下岗”，再培训
后还不能上岗者，将“待岗”在家。

据新密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交警部
门常年工作在一线，其行为往往代表着一个地
方的形象。通过“竞聘上岗”，一可激发民警的
工作积极性，二也能给工作吊儿郎当的民警敲
响警钟。若效果不错，将在全局范围内推广。

荥阳开建首个经适房小区
□晚报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红绛 瑞青

本报讯 昨日，荥阳市首个经济适用住房小
区“南苑春光”正式开工奠基。

按照规划，“南苑春光”占地169亩，总建筑
面积 14.68万平方米，建设经济适用住房 10.68
万平方米，廉租房4万平方米。今年将完成5.2
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和4万平方米廉租房的
建设。据了解，经济适用房建设今年被荥阳市
列为十件实事之一。

□晚报记者 熊堰秋

本报讯 昨天，本报以《“有谁愿认养？
救救老杏树吧”》为题，报道了新密市凤凰山
杏花谷数十棵百年老杏树横遭砍伐和病虫害
折磨一事，不少读者打进电话，表示愿意认养
老杏树，为保护古树尽一份心力。昨天，记者
应读者要求，打探了认养老杏树的条件。下

周，有认养意愿的读者可实地探访老杏树，与
当地村委会签订认养协议。

市民韩先生是第一个打进电话的读者，
据韩先生讲，他是做生意的，有车、有条件也
有能力为老杏树“养老”。他说他有两个孩
子，希望通过这一行动，培养两个孩子的爱
心，同时也能让孩子领略到优美的山村风光。

市民左先生也是个有车族，他说，愿意认
养老杏树，并不在乎免费赏花摘果的回报，他
就是想为保护老杏树尽自己的一份力。下周
一，是他的孩子满月之日，他想用这种方式来
庆贺孩子满月。

郑州大学宣传部的张先生说，为了确保

老杏树的“树身安全”，当地的村委会应采取
有效的办法，譬如说，和当地派出所建立联
系，让公安机关追究伐树凶手的法律责任。
他还建议本报组织市民实地察看老杏树的生
存现状，出主意保护老杏树。

寺沟村的村主任李松超说，认养条件并
不复杂，一是要有爱心，二是有条件。这个条
件是指平时能有进山给老杏树浇水、施肥、治
病的时间和能力。如果决定认养，可与树的
主人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下
周本报记者将带领有认养意愿的读者，实地
签订认养协议。有意认养的读者，可继续拨
打67659999预约登记。

□晚报记者 王军方 文/图

新郑市具茨山岩画勘查小组 2月下旬在
勘探神秘岩画时，意外发现了两处摩崖石
刻。3月 4日，记者和新郑市有关专家深入具
茨山探访这两处摩崖石刻时，又发现了3处摩
崖石刻，其中一处字迹非常清晰。目前，新郑
市文物部门正在对具茨山上的摩崖石刻进行
统计、确认，并制定保护措施。

“龙母潭”是万历年间遗迹
黑龙潭位于具茨山西部，周围有七乳峰、

洛滩石、黄帝避暑宫等，常年泉水淙淙。
昨日，记者在新郑市黄帝故里文化研究

会牛青山的带领下，沿着黑龙潭旁一条崎岖
不平的小路来到一处悬崖下，这里是今年2月
下旬新郑市具茨山岩画勘查小组新发现的一
处摩崖石刻，“霖雨苍生”四个空心体大字苍
劲有力，大字的右边和下边各有一些小字，仔
细辨认可以看出有繁体的“乾隆”等字样，但
不少文字由于风化已不清晰。

在黑龙潭下面有一水潭，旁边的悬崖上
有一块竖立的石头，上刻“龙母潭”三个空心
繁体大字，大字两边均刻有小繁体字，左边有

“知县陈大忠”“主簿”“典史”等字样，右边有
“万历”字样。

“如果不留意，很难发现这两处摩崖石
刻。”牛青山说。他推测黑龙潭另一侧的具茨
山主峰风后岭的南崖三宫上附近，也应该存
在摩崖石刻，但道路很难走。

新发现的3处石刻年代更早
记者决定去探个究竟。具茨山南崖轩辕

宫共有三宫，其中的第二宫——医圣宫全部
用石头雕砌而成。“传说这里是黄帝与歧伯研

究撰写《黄帝内经》的地方。不过，这座庙是
明代建筑。”新郑市史志办的靳录说。

在医圣宫前面竖立的一块石头上刻有
“来到×院 不可×手 若要×手×虎口”字样。还
有一些小繁体字，可以辨认出“嘉庆四年”字
样和一些人的姓名。

“山上肯定还有更多没有被发现的摩崖
石刻，说不准这山谷里就有……”靳录边走边
说，走了不多远，记者就在一座小房子一侧发
现了新的摩崖石刻。

这一处石刻字迹十分清晰，和其他几处
摩崖石刻相比，字数最多，字迹更工整、更清
晰。只见石头上刻繁体的“开封府新郑县黄
水保……”，“萬暦十二年三月初一”、“石匠”、

“木匠”等字样。和其他几处摩崖石刻不同的
是，这处石刻文字周围的框右边，还有 4 个小
字——“弟一天門”。

牛青山和靳录看到这一处摩崖石刻非常
激动。“去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具茨山勘
查神秘岩画，咋没有发现呢？”牛青山说。

再往前走时，靳录又在另外两处悬崖石
壁上发现了“捨身崖”、“冯×通修”字样。

保护摩崖石刻刻不容缓
对这几处新发现的摩崖石刻如何保护成

了一个问题。因为具茨山温差较大，岩刻热胀
冷缩系数很大，再经风雨侵蚀，摩崖石刻很容
易受损。

昨日，新郑市文物局一负责人表示，采取室
内保管的方法，是防止摩崖石刻风化最好的措
施，但这些石刻与具茨山上的景点是不可分割的
整体，应该就地保存，如果在摩崖石刻上加玻璃
罩、盖棚子，明显和周围环境不协调。她表示，文
物局将对摩崖石刻的数量、内容、面积、位置等进
行统计，并采取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

■“有谁愿认养？救救老杏树吧”新闻追踪

想认养老杏树，下周来凤凰山

具茨山发现400年前崖刻
“龙母潭”这三个大字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遗迹

“龙母潭”刻于万历年间“龙母潭”刻于万历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