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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免费为乡村医生“充电”
□晚报记者 刘路 通讯员 胡云峰

本报讯 这几天，到中牟县刘集镇贺
马村卫生所看病的乡亲，没见到71岁的老
中医李彰，一打听才知道，他正在中牟卫校
参加免费乡村医生培训。

中牟为提高乡村医生的医疗水平，本
月将对全县部分村卫生室注册在岗的 154
名乡村医生进行免费轮流培训。主要包括
全科医学基础知识、农村常见病及多发病
的诊断和治疗、农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
综合管理、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技术等。

拜祖大典被评为最具国
际影响力祭拜大典
□晚报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史良健

本报讯 近日，2010首届中国节庆创
新论坛暨 2010中国品牌节会颁奖盛典在
北京举行，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摘取 2010
年最具国际影响力祭拜大典奖项。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 2000多个县
市有8000多个节庆活动，很多活动办得很
有特色，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本次论坛由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主
办，中国品牌城市协会协办。经过推介、评
审等环节，从全国8000多个节庆文化活动
中，选出了6大类60余个奖项。

其中，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被评为
“2010年最具国际影响力祭拜大典”。

□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王晓慧 文/图

“俺捡到一只很奇怪的鸟……”昨日上午，登封市
邮政局投递员乔志强打电话说，他捡了只受伤的鸟。

乔志强说，12日 8时 40分许，他带着邮件刚走出
屋门，就听见空中扑扑啦啦落下一只鸟，走近一看，发
现是一只嘴受伤的鸟儿。

这只怪鸟颜色呈土黄色，体重 0.25公斤，身体很
瘦小，但腿和脖子很长，有53厘米高，单只翅膀展开有
30厘米长，嘴巴的下喙已经折断。

乔志强把鸟儿抱到登封畜牧局畜禽技术服务部，
兽医师梁志敏认真检查过后说，鸟的内脏基本没有
问题，但下喙已经不能治愈了。只能人工喂养。

这是一只什么鸟？梁志敏说，他也没见过。
乔志强又将这只鸟抱到市林业局。工作人员也

说不出鸟儿的来历，但肯定嵩山地区没这种鸟儿。
乔志强决定暂时收养这只鸟儿，不过让他有点犯

愁的是，他不知道这只鸟有什么习性？怎样喂养？
他希望，鸟类专家尽快来鉴定，更希望鸟类保护

部门能给他联系，以便更好喂养和保护这只鸟儿。

新郑市黄帝文化研究学者靳录在这幅岩画
的附近还发现了其他一些岩画，与此前在具茨
山上发现的岩画类似。

对于左下角的两排小坑和一个大坑，靳录
通过对大量岩画进行分析，认为可能是作者的
题款，是古代著作权的象征。

“从风化程度看，龙形岩画与此前发现的
具茨山岩画没有什么区别，应该是一个时期
的。”他说。

史书记载，黄帝统一天下后，为安抚归附
的大河上下的广大部落，力排本族众议，毅然
改变了部落原有的熊图腾，采用了龙图腾。

由于此岩画距具茨山风后岭的轩辕庙只
有2公里左右，不由让靳录进行了一个大胆的
猜想：“龙形岩画说不准与黄帝相关。不过，具
体年代还需岩画专家进行鉴定。”

他说，如果此岩画真与黄帝相关，将震惊
世界，因为它可能破解具茨山岩画诞生的年代。

具茨山发现龙形岩画
距轩辕庙2公里，专家疑与黄帝有关

距离新郑具茨山风后岭的轩辕庙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处龙形岩画。专家认为，这处岩画如与黄帝时
代的龙文化有某种关联，此发现将震惊全世界，因为它可能是具茨山岩画断代的突破口。 晚报记者 王军方 文/图

龙形岩画有爪子有胡须，形象逼真
自从新郑具茨山发现岩画后，始祖山管委

会游客接待处科长李超峰每次上山都很留
意。日前，他终于有了新发现——龙形岩画。

龙形岩画是在一条小山路中间，它刻在一
块浅颜色的石头上。

记者目测，龙身大约有1.2米长，龙身宽度
最宽处5厘米，尾部越来越窄。

龙首处是一圆坑，有拳头大小，整个龙首

呈圆滑的三角状，前部尖，后边宽。
龙首的右侧有一条小“沟”，向右下方延

伸，越来越细，好像龙须一般。
龙身共有 8道弯，其中在几个弯度的地

方有一些浅坑，好像龙的爪子一样。
整幅图案的左下角，是单独的一小片岩

画。这幅岩画是两行对应的小坑，每行 6个，
旁边还有一大点的坑，像是由3个小坑组成。

有没有人告诉我，这只受伤的鸟儿爱吃啥？

石头上有一道很明显的雕琢痕迹，外形像龙。石头上有一道很明显的雕琢痕迹，外形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