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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8866亿亿保保护护定定陶陶王王陵陵汉汉墓墓
近年国家投入最大的文物保护单体工程，3至5年内对游客开放

本报青岛11月1日讯（记者 吕
璐 通讯员 孙俊杰） 1日，因空
气质量明显改善，青岛十区市将分
别领到29万元—143 . 5万元不等的生
态补偿奖金。截至目前，青岛十区市
已连续三个季度揽下“好气质奖”，前
三季度总计获得奖金2926万元。

1日，第三季度青岛环境空气质
量生态补偿结果出炉，青岛共拿出
857万元奖励“好空气”区市。根据省
市环保部门委托的第三方监测运营
机构对各区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数
据，青岛市环保局对各区市2015年第
三季度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情况
进行了核算，市南区、市北区、李沧
区、崂山区、黄岛区、城阳区、即墨市、
胶州市、平度市、莱西市分别获得市
财政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奖励资
金56 . 5万元、93 . 5万元、100万元、129万
元、68 . 5万元、143 . 5万元、35 . 5万元、125

万元、29万元、76 . 5万元。
今年，青岛市首次在全市区域

实施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制度，
以各区市PM2 . 5、PM10、二氧化氮、
二氧化硫季度平均浓度达标改善情
况为考核指标，实行季度考核，每季
度向社会公布考核结果，大气污染
防治得力的区市将领奖，不力的则
挨罚。根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十
区市连续揽下“好气质奖”，尚未出
现挨罚的情况。前三季度青岛市共
计发放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资金
2926万元。

青岛市环保局工作人员介绍，
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金必须用于
大气污染防治，获得生态补偿金的
区市将制定资金使用方案，并报财
政、环保部门备案。

本报青岛11月1日讯（记者 周
衍鹏） 男子陈某冒充房地产公司
总经理，虚构有一个在建房地产项
目，部分工程可向外转包，骗取老乡

“违约金”、“风险金”10万元，终将自
己送进监狱。日前，青岛市北区法院
一审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
徒刑3年，并处罚金8000元。

2014年5月至7月间，被告人陈
某与丛某、胥某分别冒充辽宁省大
连市大华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财会
人员、电梯工程师，谎称可以帮助老
乡王某向大华房地产在大连市开发
的锦绣华城项目供应电梯，被告人
陈某以需要向相关人员疏通关系、
支付回扣、违约金等名义，先后四次
骗取王某共计10万元。

将钱款付给陈某后，工程迟迟
不见开工，王某给陈某打去电话，刚
开始陈某还说公司正在开会，工程
正在落实，到后来电话不是关机就
是没人接。王某报警，警方经调查得
知，陈某所谓的房地产公司总经理
的身份纯属子虚乌有。

本案审理过程中，陈某的母亲
代陈某与被害人王某达成和解，向
王某退赔10万元，最终，王某出具书
面谅解书，表示对被告人陈某予以
谅解，请求法院对其减轻处罚并适
用缓刑。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
瞒真相的手段诈骗他人财物，数额
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
指控陈某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指控成立。鉴于陈某到案
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
较好，且已向被害人退赔经济损失，
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依法可从轻处
罚。最终，青岛市北区法院作出一审
宣判，被告人陈某犯诈骗罪，判处有
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8000元。

本报青岛11月1日讯（记
者 周衍鹏） 虚报冒领国家
征地补偿款及农作物补贴款，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想
到，数年后还是被检察机关依
法查处。日前，胶州市法院对
一起村官贪污窝案作出一审
判决，3名村官因贪污征地补
偿款被依法判处4年6个月到2
年不等有期徒刑。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马
某自1997年至案发担任胶州
市胶东街道办事处大姜戈庄
村党支部书记，负责大姜戈
庄村全面工作；被告人李某
自2000年至案发担任该村村
文书，负责记账、报表、统计、
上报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

种植面积等；被告人孙某自
1993年至案发担任该村计生
主任，自2005年至案发兼任
该村现金保管，负责村计生
工作、现金库和保管入账前
的收支单据。

2006年冬至2010年冬间，
马某等3人在统计小麦种植面
积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虚报小麦种植面积，骗取
小麦补贴款，其中马某参与侵
吞15000元，孙某、李某参与侵
吞16500元。

2008年1月至2014年1月
间，马某、孙某、李某3人故伎
重演，利用各自职务上的便
利，从胶州市胶东街道办事处
支付给大姜戈庄村铁路项目

赔偿款、玉米补贴款中侵吞
17406元。

此外查明，2011年春至
2012年10月间，马某利用职务
便利，与在村中承揽天然气管
道建设施工的建设单位负责
人共谋，利用后者职务上的便
利，以虚报管道占地补偿款、
电缆补偿款的方式，骗取其所
在单位款项66250元，其中马
某分得赃款26250元。其间，马
某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
本村占地补偿款2万元。

2014年3月，胶州市检察
院发现了该案线索并立案侦
查，随后依法对涉案3人采取
了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强
制措施。法院审理认为，被告

人马某、孙某、李某在协助政
府从事公务的过程中，采用虚
报冒领的手段，非法占有公共
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
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3人
对骗取小麦补偿款的犯罪系
自首，并退赔赃款，依法予以
从轻处罚，且对孙某、李某适
用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
重大不良影响，依法可宣告
缓刑。

最终，胶州市法院分别以
贪污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1年
10个月，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其
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4年6个月；以贪污罪分别
判处孙某、李某有期徒刑2年，
缓刑3年。

连续三个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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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上午，定陶王陵黄肠题凑汉墓整体保护工程启动仪式在陵墓保护现场举行，中国文化遗产研
究院、山东省文物局、菏泽市政府和定陶县相关人士参加了启动仪式。据了解，此次启动的一期保护工程是
按照整体保护方案实施的地下保护设施和地上保护设施建设以及相关保护工作。“如果进展顺利，3至5年
内，陵墓可实现在发掘保护的同时，对游客开放。”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马清林说。

本报记者 赵念东

定陶王陵黄肠题凑汉墓位于
定陶县马集镇大李家村西北约
2000米处。上世纪20年代地面仍
保留三座封土，分别为M1、M2、
M3，后被村民取土平毁。后勘测
M1、M3皆为石墓，墓道均南向。
考虑到当时条件有限，保护难度
较大，M2一直未进行发掘。

定陶县文物局工作人员介
绍，后来这片遗址不断引来盗墓
贼光顾，当时便采取了注水保护
措施，但仍发现有大量盗洞。2010
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山
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菏泽市文
物管理处、定陶县文物部门联合
对M2进行抢救性发掘。

在发掘过程中，工作人员首
先发现了夯土层，后来又在清理
封土过程中发现了较多的宋金时
期晚期遗存，如沟、洞、铜钱窖藏
等，出土有磁州窑虎枕以及其他
残破瓷器，“但这些物品明显晚于
这座汉墓。”工作人员称，后来他
们又发现了厚度约一米的青膏
泥，青膏泥之下为封沙，也称作防
盗沙，防止盗墓贼盗窃墓室内的
物品。封沙之下是墓室顶部的封
护青砖,青砖之下为木椁的顶部。

“在完全清理出墓室顶部时，
上面大大小小的盗坑令专家心
寒，尤其是两个直达墓室内部的
盗洞。”工作人员称，这说明，墓室
内的珍贵文物很可能惨遭洗劫。
后来，考古发掘人员只在墓室中
发现一座漆棺，而里面空空如也，
墓主人给人们留下诸多疑团。

“该陵墓在中国考古界引起
极大轰动的便是黄肠题凑‘墓
葬’。”工作人员称，这是国内已经
发掘的黄肠题凑类墓葬中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结构最独特、保存最
完整、最具代表意义的一座，具有
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2012年6月份，考古人员
在主墓室门前发现一个器物
坑，里面有一件竹笥，内盛有
一件丝质长袍和一件直径
18 . 6厘米、厚0 . 2厘米的青
玉质玉璧，具有很高的文
物研究价值。“直至目前，
该陵墓发现的文物主要是
丝袍和玉璧，但不排除接
下来发掘出其他文物的可
能。”定陶县文物局副局长
丁献军称，目前，最应该做
的是对已发现的珍贵文物
的抢救和保护，汉砖就是其
中之一。

10月31日，记者来到定
陶县文物考古保护修复中
心，在一间仓库内看到了摆
放在框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
的汉砖。多块青砖上面的文
字，虽历经2000年，红色的笔
迹仍很鲜艳。

丁献军介绍，目前出土
的汉砖有13000块，已经完成
修复 6 8 0 0块。汉砖长度在
39cm至40cm之间，宽度在
19cm至29cm之间，厚度在
9cm至10cm之间。这些汉砖
中，90%带有文字（朱书和墨
书）或刻划符号或戳印等，经

初步清理发现，青砖上的文
字以人名为主，目前砖上涉
及的人姓氏多达30余个。丁
献军说，这些墓砖来自各地
不同的砖窑，为了标示砖是
自己砖窑的，有的在上面记
下自己的名字、地名，一些人
不会写字，只能使用刻划符
号。

“为了充分保护汉砖，我
们给每块砖都建立了档案。”
定陶县文物考古保护修复中
心主任马翠莲说，档案包括
青砖的编号、照片资料、修复
方式等一系列信息。

据了解，自定陶王陵黄
肠题凑汉墓发掘以来，其
保护性方案分为原址保护
和异地搬迁，后来决定采
用前者，即在定陶县马集
镇灵圣湖遗址原地征地，墓
上建博物馆、展厅、影像室
等，就地保护展示。

在国家文物局和山东省
文物局的协调下，中国文化
遗产研究院作为技术总负
责，牵头组织对定陶王陵
黄肠题凑汉墓整体保护工
作，先后完成了喷淋系统、
检测系统的安装工程，实施
了病虫害、微生物、化学保护

等多方面的研究和防护工
作，保证了黄肠题凑木结构
的稳定。

同时，中国文化遗产研
究 院 与 相 关 科 研 院 所 联
合，共同编制了定陶王陵
总体保护方案，经国家文
物局和财政部审批预算经
费达2 . 8 6亿元，为近年来
国家投入最大的文物保护
单体工程。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
院长马清林介绍，此次启动
的一期保护工程就是按照整
体保护方案实施的地下保护
设施和地上保护设施建设以

及相关保护工作。按照保护
方案，整个一期保护工程将
历时四年，最终达到将黄肠
题凑汉墓置于一处独立的湿
度可控的微环境内，以利于
今后对其采取综合保护并逐
步脱盐脱水。

据介绍，陵墓中的黄肠
题凑长约23米、宽约23米、高
约5米，整个王陵的高度接近
30米。“若发掘过程进展顺
利，3至5年内，定陶王陵黄肠
题凑汉墓可对外开放，而作
为墓葬最为核心的黄肠题凑
做到完全脱盐脱水则需要5
至10年。”马清林说。

定陶王陵汉墓

创发掘“五最”

3至5年内可实现对外开放

每一块汉砖都建立了档案

工作人员前期对汉墓进行人
工喷淋。（资料片）

历经两千年，汉砖上的文字仍很清晰。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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