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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C02 热线

“石牛”惹围观热议
开发商称“龙形”巨石已追回

本报热线：5201113 15906310630

隔本报记者 李孟霏

格现场：

“卧牛”引来围观
巨型龙石正在运回

7日下午，高区槐云村学府华
园项目的建筑工地里，挖出一块70
多吨的“卧牛”造型巨石。正是这块
巨石，搅热了整个村子。9日上午，
村民夏大叔告诉记者，“当时挖出来
的有两块巨石，一块似龙，一块似
牛，但是龙形巨石被运走了”。

夏大叔是当时运走龙形巨石的
目击者。护石心切，当晚，他叫来很
多村民，一起看守“卧牛”巨石。围绕
巨石，居民和读者议论纷纷。

11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建筑
工地。前一晚刚下过一场雨，工地上
的路泥泞不堪，即便如此，前来观赏
卧牛的市民依然络绎不绝。“我是从
报纸上看的，住哈工大周围，感觉很

神奇，这是个好事儿啊。”孙先生已
75岁，他仍然赶来看奇石。市民王
女士抱着3岁的女儿过来，“我在利
群做生意，坐公交车过来的，都说是
个宝物，咱也来看”。

在石牛前，很多人掏出手机、相
机，有的照相，有的合影留念。原本
忙碌的工地更加热闹。“从昨天下午
开始，有步行来的，有开着车来的，
没断过人啊。”村民刘女士说。

除观赏巨型石牛，龙形巨石的
去处也是他们热议的。“龙形巨石已
经运回，下周我们就运到槐云社区，
当时他们不是卖了，是因为急着施
工，先放到别的地方存起来了。”云
华地产的于董事长说。

11日，本报C04版报道了《“石牛”出槐云，引无数遐想》一
文。文章刊登后，围绕巨石的来历和价值，不少读者展开热议。
而也有一些读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11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
位于槐云村的建筑工地，巨型“卧牛”依旧在此，但来来往往来
看的人却更多了。

格舆论：

市民遐想挺多
地气？人工雕刻？运来的？

热议一：

天然形成 象征“地气”

市民毕女士30年前嫁到槐
云村，从9日上午开始，她已领着
孩子来看了三遍巨型“卧牛”。在
她看来，这块石头是天然而成的，

“听老人说，挖出巨石的旧址上方
是一个磨坊，没有什么特殊的地
理标识，我认为是天然形成的”。

毕女士的看法代表了很多
人。村民王天明今年52岁，是土
生土长的槐云人，为保护巨石，他
已经连续两晚没合眼，“我们槐云
村是威海少有的上风上水宝地，
这两块巨石，绝对是我们村的宝
物，是象征地气的，一定要留在我
们槐云村！”

热议二：人工雕刻而成

崔先生今年85岁，他也是地
地道道的槐云村村民。“你看看，

哈工大的方向原来是一个湾，叫
放牛湾，这头牛放在这里，和放牛
湾遥遥相望，有一定的意义”。

作为为数不多看到两块巨石
的人，夏大叔另有看法。“老辈说，
我们这个地方叫戚家茔，就是俗
话说的墓地，古代人对墓地很有
讲究，这两块象形大石头会不会
和这个墓地有关系呢？”

热议三：后来运过来的

11日上午，市民孙先生看到
本报新闻后，第一个想法是“自己
的房子升值了。”“房子后面挖出
宝贝，这块地也成了宝地，以后的
房价肯定要涨啊。”孙先生随后又
猜测，“周围都是泥土，唯独这块
石头是花岗岩石的，难道是人为
做法，目的就是抬高房价？”

苗先生也认为，巨石基座的
土质和周围泥土完全不同，“两种
完全不同的质地，不太像是一体
的。”

格开发商：

巨石存在有年头

绝不存在炒作意图

为判断巨石的价值，10

日下午，记者联系了威海市
文物管理办公室张云涛研
究员到场鉴宝。

经过半个小时的鉴定，
张主任分析巨石应是自然
风化而成，“石牛附着一些
土，有些和石头黏在一起，
应该有一定的年头，可能是
山石滚落至此，不像短期内
运过来的”。

11日下午，记者再次采
访云华地产相关负责人得
知，挖出巨石纯属偶然，周
围都是居民区，挖半个月的
土方后把巨石放进去，是根
本不能成立的。

现场不少村民
前来观看奇石，并拍
照留念。

记者 王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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