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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密市·后士郭壁画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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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晚报记者 王银廷 文/图

近日，郑州晚报记者与新密市文化局文物
管理处王少凯和王明亮两位文物专家来到后
士郭村，顺着王明亮老师手指的方向首先
看见的是后士郭 5 号汉墓的土冢。该土冢
也是保存最完整的，长约 30 米，宽 20 米。
据王明亮讲，5 号汉墓在上世纪 80 年代村里
用拖拉机犁地时犁住了墓室的顶部导致墓
室塌陷，文物部门赶到现场查看后，为了更
好地保护这座古墓，文物部门把塌陷的部
位进行了填满。

在5号墓南200米处分布着1~4号汉墓，在
4号汉墓的旁边，一对老年夫妇正在整理自家
菜地，男的是76岁赵转运，女的是75岁的张翠
英，两位老人告诉记者：“1963年夏天村里修水
渠，水渠放水的第一天这里（土冢）突然塌陷，
水顺着塌陷的地方往下流，不大一会儿就冲出
个 2 米多高的石门，村里的人都跑过来看稀
罕。当时的治保主任徐祥就赶快派人向县里
汇报，后来文物部门来人了，还在我们村住了
几个月发掘里边的文物哩。”

两位老人还向记者讲述了关于这个汉墓
的一个传说——墓主人叫“长十”，在家排行老
十而得名，一天长十在犁地，远远看见一群官
兵追赶一个将军，将军跑到长十面前求助，长
十就让将军躺在地上，让犁子翻起泥土把将军
埋在了土下。等官兵赶到，长十就指着前方说
将军往前方跑了，等官兵离去，长十救出了将
军。这个将军就是刘秀，追赶他的官兵就是王
莽带的兵。后来刘秀称帝后为了感激长十的
救命之恩，就对长十封官加爵，长十死后就埋
在这儿的墓里。当地人就把这几个土冢叫“长
十墓”。

王明亮告诉记者，根据现在掌握的证据只
能证明后士郭墓是汉代的墓。长十墓只是民间

传说，没有历史依据。民间还有一个传说，该墓
为东汉一个大太监的墓，但也没有历史依据，所
以后士郭汉墓的墓主人至今仍然是个谜。

后士郭地面上现存 4 个土冢，5 座汉墓。
1963至 1964年，发掘了其中 2座，1978年又发
掘了1座。3座墓均坐北向南，砖石结构，形制
基本相同，由斜坡墓道、圆券甬道、墓门、前室、
中室、南耳室、北耳室、北主室和西侧室组成。
北主室前壁正中竖一棱柱，柱承一斗。

1 号墓，石质墓门，半圆形门额上浮雕卧
鹿，两门扉周边用减地线刻手法刻出“四灵”云
形图案，中部为高浮雕铺首衔环。墓室前的
门框、门楣和石柱上，多在云纹之间填刻张弓
射鸟、骑马狩猎、持矛刺兔、人面兽、人面鸟等
画像。中室北壁除门框为画像外，还有 3幅石
壁画分别镶嵌于北主室门西侧、北主室门和北
耳室之间东侧，其右一儿童助兴，左一青年观
看，该画面下有一倚墙方柱，上托斗。画面绘
交颈鸳鸯，下凹面绘虎斗。墓内随葬器物有石
羊头及镇墓罐、彩绘仓楼、圆案、方案、奁、杯、鼎
等器物。

2号墓，画像和壁画的位置与 1号墓相同，
中室墓顶塌陷，画面被泥水冲坏，中室东壁绘
出行图的前导仪仗部分。

3号墓，中室北壁绘头带扎巾的两位老者
对话，其中一人手执鸠杖，坐在步辇之上，另有
执旗和跳舞者的形象，残破太甚。后士郭 1号
墓出土的陶仓楼所绘彩色收租图，描绘细致，
形象生动，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壁画珍品，是研
究汉代文化艺术的重要资料。

根据第 1、2、3号墓发掘情况看，墓室内为
砖石结构，通长22米，宽14.5米，高6.5米，由甬
道、墓道及 7个墓室组成，建筑高大宏伟，在中
室保留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墓内还出土有数百
件陶器、铜器、铁器及石虎、石羊等文物。墓室
正面壁上绘“地主收租图”图案。后士郭汉墓
出土的大量随葬器物，为打虎亭汉墓断代提供
了佐证。墓中的石刻“斗鸡图”壁画，是我国目
前发现唯一的汉代石刻壁画，在美术史上有重
要地位。 总之，后士郭壁画墓对研究东汉建
筑、雕刻、美术以及社会生活、阶级关系等都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听70岁老人讲述50年前发现、发掘壁画汉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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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士郭壁画墓墓室精美的石雕撑柱

本报讯 为进一步宣传管城回族区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6月 8日，管城回族区将在
商城遗址纪念碑广场举办全国第八个“文化遗
产日”暨管城区“保护历史根脉，留住共同记
忆”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

据了解，在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当天，市
民不仅可以现场参观辖区部分出土文物和“保

护历史根脉，留住共同记忆”绘画展览，还可以
通过11张展板图片了解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公
园保护项目风貌。同时，市民还可以参与现场
文物知识有奖竞答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本次
活动将在现场为辖区业余文物保护员颁发证
书，业余文物保护员代表也将向全社会发出文
物保护倡议。自管城区文物局成立以来，该局

加大文物巡护力度，逐渐壮大文物保护员队
伍，选拔了辖区37名有责任心、有志于文物保
护事业的人员担任业余文物保护员，负责辖区
日常的文物安全巡护工作，形成以区文物局为
龙头，各乡（镇）、街道办事处为支撑的文物保
护网络体系。

郑州晚报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弦

管城回族区“文化遗产日”宣传周活动明日启动

荥阳变堵为疏
秸秆禁烧有新招

本报讯 今年，荥阳为确保“三夏”秸
秆禁烧任务完成，改变工作思路，变堵为
疏，通过加大农机新技术的宣传，引导和
鼓励农民在小麦联合收割机上加装秸秆
切碎还田装置，大力推广秸秆粉碎还田
技术，实现小麦从机收到脱粒、秸秆粉碎
还田“一条龙”作业，解决秸秆过长腐化
困难问题，从源头上消除小麦秸秆焚烧
的隐患。目前，荥阳市751台联合收割机
98%加装了小麦秸秆粉碎装置。

郑州晚报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书杰 禹洁

侯寨乡多措施
做好秸秆禁烧工作

本报讯 麦收即将开始。侯寨乡党
委、政府多措施力保做好秸秆禁烧工作，
未雨绸缪早行动，以“不烧一把火、不冒
一处烟”为禁烧目标。该乡充分利用乡、
社区喇叭广播、悬挂标语、组装宣传车、
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秸秆
焚烧带来的危害和综合利用的科学知
识。同时明确各社区支部书记和二、三
级网格长为禁烧秸秆直接责任人，对于

“禁烧”工作不力甚至造成重大危害和影
响的，将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郑州晚报记者 王菁 通讯员 陈凤华

嵩山路街道
充实基层网格力量

本报讯 二七区嵩山路街道以“基
础型”网格队伍为本，开展走门入户、联
络感情、配合解决等服务工作，实现网格
民情掌中握，居民需要心中明。

建立以知晓社情、熟悉居民的党员
和居民骨干为主的基础网格队伍 8支共
126人；建立包含巡防队员、协管员、大学
生村官、计生专干、环卫工人等为主的专
业网格队伍5支共75人；建立以楼院长、
楼栋长、单元长以及物业公司、业主委员
会为主的民情协调、法律援助等辅助网
格队伍共11支68人。近日，街道法律援
助队成功调解郑飞社区 35号楼三单元 5
楼由于漏水所引发2万元赔款的纠纷，网
格人员当晚和社区干部、居民共同调解，
使纠纷各方意见达成一致。
郑州晚报记者 王菁 通讯员 宋歌 陈星

郑州地税国际分局
“约谈”企业拉近税企距离

本报讯 近日，郑州地税国际分局组
织人员对辖区重点税源企业负责人和财
务人员分别进行了约谈。在开展约谈
前，该局组织人员根据企业纳税资料、企
业财务报表、征管系统数据进行综合分
析，对年纳税在百万元以上的重点税源
企业进行风险评估，制定了约谈方案，增
强了约谈的针对性。

约谈中，通过分析成本、人员工资、
各项费用支出等主要指标以及同行业间
的差异等，归结出存在的疑点，再根据疑
点进行约谈举证，找准突破口，增强约谈
工作的实效性。同时，坚持约谈提醒、动
态监控、宣传辅导等服务措施，拉近税企
之间的距离，提高纳税人自查自纠的自
觉性。通过约谈，及时指出企业存在的
涉税违规问题，帮助企业规避纳税风险，
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提高了重点税
源企业依法自觉纳税意识。
郑州晚报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杨一鑫

本报讯 “好，中，唱得真不错。”昨日上
午，在“走进台湾·2013郑州市戏迷擂台赛”登
封市迎仙阁广场启动现场，选手们精彩的表演
赢得观众喝彩声不断。

此次擂台赛由郑州市委宣传部、河南省戏
剧家协会主办。大赛旨在弘扬传统戏剧文

化，振兴戏曲事业，时间自启动当日持续到 8
月份，将分别在郑州市金水区、中原区、二七
区、新密市、巩义市、中牟县等举办15场初赛。
每场初赛将选出3名优秀者进入复赛，角逐15
个决赛名额，决赛评出的冠、亚、季军将走进宝
岛台湾，为纪念豫剧在台湾落地生根60年进行

文化交流。
据悉，本次戏迷擂台赛是第二届，2012年

郑州市举办了第一届，有600余名戏迷登台参
赛，年龄最大的 78岁，最小的只有 3岁。报名
电话：0371-56970088（正常上班时间即可）。

郑州晚报记者 袁建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