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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格崮顶春秋墓追踪

崮顶春秋墓再现美玉30多件
主墓遗骸仍未发现，这里埋的是谁依然是谜
文/本报记者 乔显佳 片/本报记者 张中

我省基药增补目录将调整
基药制度覆盖面也将继续扩大

本报济南6月8日讯(记
者 李钢) 8日，记者从全
省药政工作会议上获悉，我
省将根据相关政策和2012
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调
整情况，调整完善我省增补
药物目录，将适当增加慢性
病和儿童用药品种。

记者在会上获悉，目
前，基本药物制度已覆盖
全省2620家政府办基层医
疗机构、131家非政府办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30708个
省统一规划设置的村卫生
室和 5 2 3 3 个其他村卫生
室。基药制度在覆盖政府
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
础上，二级及以上“大医

院”的基药覆盖面也在不断
扩大。截至3月底，二级综合
医院、专科医院和中医院配
备基本药物品种比例分别达
到 7 7 . 2 4 % 、4 7 . 2 5 % 和
73 . 35%，而三级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和中医院配备基本
药物品种比例也分别达到
74 .14%、39 .13%和66 .91%。

按相关规定，今年国家
基本药物目录将进行调整。
我 省 将 根 据 相 关 政 策 和
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调整情况，综合考虑医保
支付能力、财政承受水平，
与临床路径紧密衔接，突出
重大疾病和慢性病基层防
治需求，调整完善省增补药

物目录，优化增补药物品
种、类别，适当增加慢性病
和儿童用药品种，减少使用
率、重合率低的药品。

与此同时，今年我省还
将继续推动基本药物制度
向上下延伸。首先，在纳入
省统一规划设置的村卫生
室全面推行基本药物制度
基础上，逐步将其他符合省
规划要求的村卫生室纳入
实施范围。其次，今年要将
符合区域卫生规划，且已承
担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
务职能的公立医院、国有企
业等单位举办的基层医疗
机构纳入基本药物制度实
施范围。

岱庙鲁班殿开始修复
迎“文化遗产日”，泰山景区加大文物修复力度

本报泰安6月8日讯(记
者 邵艺谋) 8日，记者从
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
会了解到，6月9日“文化遗
产日”活动期间，泰山管委
将举办泰山景区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成果展，目前已
对受到风雨侵蚀的岱庙鲁
班殿开工修复，“山东寺庙
仅存的巨幅壁画杰作”岱庙
天贶殿壁画也将于近期开
工修复。

今年是泰山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
与自然双遗产第25年。“去
年完成的普查中，泰山景区

共普查出228处古建筑、古
碑刻、古遗迹及古墓葬。”泰
山管委工作人员说，在228
处文物中，属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的有岱庙、泰山石
刻、齐长城等，属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的有范明枢墓、老
君堂、元始天尊庙等。

鲁班殿因露天展示，受
日晒、雨淋、冻融等外界因素
影响，构件缺损风化。经过专
家规划论证，修复工程已于
6月6日开工。“山东寺庙仅
存的巨幅壁画杰作”岱庙天
贶殿壁画因清代康熙年间地
震及后来诸多因素影响，出

现壁画空鼓、脱落的情况。泰
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聘
请全国顶级壁画保护研究机
构敦煌研究院，编制了修复
方案并通过了审批，将于近
期开工修复。

泰山景区党工委书记
谭业刚说，景区党工委提出

“爱护遗产、传承遗产、享受
遗产”的宗旨，并确定“把泰
山建成世界知名遗产地”的
目标。“泰山景区每年拿出
4000万元，用于文物古建
筑、林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仅2005以来就连续实施600
余项保护维修工程。”

主墓将见底未现遗骸

8日下午3时许，考古人员打
开主墓室上覆盖的篷布、塑料薄
膜，神秘的棺底部分展现在记者
面前。

首先进入眼帘的是大量的
玉器，其体量、形状不一。其中较
大的是两件玉戈，长约20厘米。
玉戈通常作为礼器使用，如此大
的玉戈出现在墓主人棺室中，再
次证实墓主身份尊贵。另外，还
有一组玉覆面，由若干件雕刻精
美的玉片组成，2500年前的能工
巧匠，精心地将每片玉片雕琢成
嘴、鼻子、耳朵的形状，用于覆盖
在死者的五官上；此外，还有多
件玉璜、玉琮、玉环等，另外还有
玉质串饰，每颗体积只有花生米
大小。大小玉器在棺底相互叠
压、罗列，蔚为壮观。

尽管对主墓室的发掘即将
见底，但是人们关心的墓主遗
骸依然未出现。就是国内一位
权威考古专家细心看完现场之
后，也表示尚未发现一点儿遗
骸痕迹。对此，有现场考古人员
解释为，经历约 2500年深埋之
后，墓主遗骸可能已经完全腐
朽，看不到了。

“当然，也存在一种可能是，
墓主的遗骸就掩埋在玉器之下，
随着清理就会出现。”省考古所
副所长孙波说。随着发掘这一谜
底将揭开。

现场发现“灵棚”遗迹

因为现代人建设施工，崮顶
春秋墓的北侧位置以及东部，被
后人打破，其中北侧建水池挖掉
约七八十平方米。近期，考古队
继续在水池旁边打探沟，找到了
墓室的北壁。使得崮顶春秋墓由
原来的残长28米，宽13 . 6米，变
成长约40米。根据已发现的殉马
坑车马规格推测，当年至少有10
组车马，每组有两匹马、一辆车
组成，新“增”的墓长证实考古推
测成立。

在殉马坑东北侧，考古人员
意外地清理出10处埋柱子用的柱
坑，每个柱坑呈现大小环相扣状，
其中，外环为当年挖坑埋柱子的，
内圆为立柱所留，直径较大，显示
柱体较粗，尽管为临时搭建建筑，
但葬礼规格极高。孙波说，10个柱
坑的发现，证明当年建墓时曾搭
建一座临时性的建筑，用于住人
或者堆放祭祀用器，其功能相当
于今天的“灵棚”。

6月8日，国内罕见的山东沂水天上王城景区崮顶春秋国

君级大墓考古现场，再次向媒体记者敞开。其中，主墓室基本

见底，清理出30多件精美的随葬玉器，其中有两件玉戈长达

20厘米。墓主遗骸仍未出土，许多谜团有待进一步破解。

孙波介绍，目前墓主性别、国别、族别等问
题仍是个谜。要解答上述疑问，最有说服力的
证据就是青铜器上留下的铭文。据考古队领队
郝导华介绍，起运青铜器、玉器等文物，将在近
二十天内进行。这是一个相当细致的活儿，届
时文保专家将介入。

沂水天上王城景区一位负责人8日向记者
透露，7日，沂水县政府已经与省文物部门达成
初步意向，崮顶春秋墓出土文物将在沂水就地
保护、研究。目前，景区方面正紧急做遗址博物
馆的规划，以及打造5A级景区的建设规划。

文物留在当地保护研究

长约20厘米的玉戈。

大墓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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