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能想到，在我市西郊的白龟山水

库里，竟埋藏着一座古代城堡。

据《春秋左传注》和《水经·滍水注》

记载，古城名叫应城，是西周时期周武王

的儿子所封的应国都城。新中国成立前

后，这里还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小城寨，名

叫滍阳镇。当时的寨墙保存完好，四边

的寨门上都有石刻题名，东门为“迎旭”，

南门为“望楚”（楚指古楚国），西门为“古

应”（指古应国），北门为“通宝”（宝指宝

丰县）。滍阳镇南有沙河（古滍水）自西

向东流，因位于河之北岸而称滍阳。西

有沙河支流应河自西北而来，隔应河与

一座小山——应山相通。1964 年，刚成

立的平顶山市为解决用水问题，在沙河

中游筑起拦河大坝，建起白龟山水库。

于是，这座古城就被水封存了起来。

应国为周代姬姓封国，春秋早期为

楚所灭。应国墓地为一处以西周早期至

春秋早期应国墓和春秋中晚期及战国早

中期的楚国墓为主体的两周时期贵族墓

地，面积有 20 余万平方米，埋葬习俗富

有一定规律，具有“族坟墓”的特征，也就

是说，这些墓葬的墓主人遵循着同族人

“生相近，死相迫”的埋葬习俗。这批墓

葬年代衔接紧密，为我市两周时期考古

学编年序列提供了重要标尺，对研究当

时的青铜、玉器工艺有较为重要的价值，

也有助于西周贵族丧葬礼俗、应国史等

方面的研究。

从废品站找回国宝

应国墓地的发现过程还有一段故

事。

在原滍阳镇西门外，即今白龟山水

库西北岸边有一道南北向的土岭——滍

阳岭，20 世纪 70 年代末，岭上建起多个

砖瓦窑场，因取土常有不少青铜器和玉

器出土。1979 年 12 月，北滍村砖瓦窑场

挖出一件铜簋，随即把它当废铜卖给了

宝丰县一家废品收购站。市文管会工作

人员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赶到宝丰县，

几经周折花 9元多把它赎了回来。这件

铜簋就是邓公簋，因器内铭文显示为邓

公所做器而得名。铭文计 3 行 12 字，记

载了地处湖北襄樊一带的邓国国君邓公

在其女儿即将嫁往应国时，特意制作铜

簋作为陪嫁礼器一事。

曾任市文管会办公室副主任的孙清

远亲历此事。据他回忆，1979 年 12 月的

一天，市文管会办公室接到宝丰县文化

馆文物干部邓城宝打来的电话说：“刚才

有个农民来馆里，拿了一件青铜器，问我

们收不收。我问他东西的来历，他说是

薛庄（滍阳镇）的，在砖瓦窑场干活时挖

出来的。我跟他说，薛庄归平顶山市管

辖，你到平顶山市文管会办公室，把东西

交给他们，你保护文物有功，他们还会给

你奖励。此人说中啊，然后拿着东西走

了，我给你们打个电话说一下。”

接到电话后，孙清远与办公室副主

任耿殿元、张肇武在办公室等了一天也

没等到人。第二天，3人一起乘坐公共汽

车来到薛庄，又步行来到北滍大队部，在

大队党支部书记和会计的协助下，对砖

瓦窑场进行了初步考察。几人了解到在

北滍大队窑场确实出土了文物，现场已

被破坏，文物由当事人拿到宝丰（当时宝

丰行政区划归许昌管辖）去了。众人分

析，文物携带者听说文物归国家所有，害

怕被没收，很有可能将文物拿到废品站

卖掉。于是，他们立即赶往宝丰废品收

购站。收购站的人听了情况后，找到了

前天当班的一位中年男子。说明情况

后，中年男子马上说有这回事，并交出了

文物。

于是，孙清远等人就以原收购价 9

元多的价格赎回了文物。

揭开古应国之谜

从废品收购站找回的邓公簋，是发

现应国墓地的第一线索。

1986 年初，经文物普探与初步试掘

发现，滍阳岭从南到北密密麻麻、层层叠

叠埋藏着数百座乃至上千座古墓，其中

有不少是应国贵族墓。由此，应国墓地

被发现。

1986年至 2007年，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与市文管办联合组成考古队，在应国

墓地进行了多年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共

发掘古墓葬 500 余座，出土文物 1 万余

件。

1986年发掘的应国墓地一号墓出土

文物千余件，墓主人级别较高，据研究应

为应国某一代国君。随葬主要器物组合

为五鼎六簋。一号墓是平顶山市成立文

物办后、应国墓地发掘工作中第一座经

过科学发掘的墓葬。墓葬结构为土坑竖

穴，墓主人葬式为仰身直肢，墓内出土一

件重要文物——鹰形玉佩。在我国早期

象形文字中，“鹰”和“应”是同一字，后来

演化为“鹰”，指飞禽，“应”则作地名及他

用。据考古专家考证，鹰具有族徽的意

义。应国为殷商所置，商部落以鸟为图

腾，应国以鹰为图腾应属商族遗风，西周

时的应国承袭了应国之名。后来，平顶

山市的“鹰城”别称即源于古应国之应

（鹰）。

应国贵族墓地的发现揭开了应国疆

域无实物依据这一千古之谜，引起了上

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文物局连

年拨出专款，对其进行科学发掘。1987

年 2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应国墓地被

确认为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就这样，应国墓地以其出土的大量

精美文物和其重要的科研价值，于 1997

年 2月被评为 199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之一；2001年被评为“20世纪河南十

项重要考古发现”之一；2006年 5月被国

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名单。

奠定文物大市地位

据市文物事务服务中心主任李晓东

介绍，我市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古代先民

很早就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悠

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从张湾遗址的

砍砸器、刮削器到水泉遗址的裴李岗墓

葬和李楼的人工水稻，数千年的文物遗

存层出不穷；从夏代早期的市东郊蒲城

店遗址到西周时期的应国墓地，无不述

说着夏商周时期高度发达的文明；从鲁

山望城岗汉代冶铁遗址到宋元时期的宝

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汝州张公巷窑遗

址，再现了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较高水

平，揭开了中国瓷器历史上辉煌的一

页。所有这些都奠定了我市作为河南文

物大市的地位。

近年来，我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

方针，文物保护工作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目前，全市共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点

5273处，列全省第四位。其中，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31处，居全省第三位，河南

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5 处、古遗址 753

处、古墓葬877处，数量在全省靠前；各级

各类博物馆、纪念馆 25家，馆藏文物 5万

余件，其中三级以上珍贵文物 6195 件

（套）。楚长城叶县段被确定为河南省唯

一的楚长城重点线段并纳入国家长城文

化公园整体规划；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

等 8个考古项目入选河南百年百大考古

发现，数量居全省第四。

（本报记者 田秀忠 实习生 刘梓萌）

废品站里现国宝 应国墓地天下闻

本社地址：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邮编：467002 广告经营许可证：平工商广字第002号 全媒体编委会办公室：4961924 广告刊登：4963338 发行服务：4965269 平报购时惠：8980198 印刷：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 电话：3988715 上期开印：1：30 印完4：30 定价1.5元

◉1979 年 12 月，邓公簋出土，

成为发现应国墓地的第一线索。

◉1986 年，应国墓地被发现。

◉1987 年 2月，应国墓地被确

认为河南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1997 年 2月，应国墓地被评

为 199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之一。

◉ 2001 年，应国墓地被评为

“20 世纪河南十项重要考古发

现”之一。

◉ 2006 年 5 月，应国墓地被

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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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操作技术让日本专家甘拜下

风，被称为“无影手”；他整理出的挂丝操

作法——“张国华操作法”，每年可为企

业挽回经济损失 1000 多万元；他可以用

只有头发丝三分之一粗的丝线“作画”，

在世界尼龙 66 行业创下生产成品丝长

度可绕地球数十圈的纪录……

他，就是号称“中国第一卷绕工”的

中国平煤神马帘子布发展公司原丝卷绕

工张国华。

技压日本专家，被称为
“无影手”

1981 年，中国平煤神马帘子布公司

的前身——平顶山锦纶帘子布厂建成投

产，17 岁的张国华成为该厂原丝车间纺

丝工段第一批卷绕工。

进厂初期，张国华对挂丝技术并不

熟。一次值班期间，因纸管没有装好，他

用了 8 分钟才挂好丝，持续涌出的废丝

积了大半桶。这一幕恰巧被一名叫西村

的日本技师看在眼里，他走过来通过翻

译告诉张国华：“挂丝速度慢，产生废丝

多，这些全部都是钱！”

日本技师的话让张国华陷入了沉

思，他决心勤学苦练，立志要当中国最好

的卷绕工。三伏天，他在室外树下铺一

张凉席，手里握一根棍儿，默默地重复着

吸丝、挂丝的动作；天冷了，他回到屋里，

在床头的墙上画出牵伸辊、张力辊的位

置和挂丝的轨迹，然后一遍又一遍地模

拟。

1984 年，西村随团参与对帘子布厂

的回访和验收，并提出想与中方工人来

一场挂丝比赛。张国华代表中方工人参

赛，西村用 24 秒完成了挂丝操作，他仅

用了 19 秒，超越了日本专家并被其称为

“无影手”。

平顶山锦纶帘子布厂、平煤神马集

团帘子布公司、平煤神马集团帘子布发

展公司……几十年来，单位名称在变，但

张国华的卷绕岗位从未变过。

帘子布三期国产化、涤纶丝等新项

目投产后，设备性能不稳定，操作难度加

大，需要付出更多精力，张国华每次都主

动请缨到新生产线工作。截至目前，他

累计生产原丝一万多吨，创下中国尼龙

66 行业卷绕工岗位产量最高、质量最优

等一个又一个“中国之最”，也被誉为“中

国第一卷绕工”。

练就多项绝活，创下多项
纪录

“只要张师傅在，我就特别放心，如

果车间有疑难杂症，他一到场就手到病

除……”一元丝党支部书记李宏伟这样

评价张国华。

如 今 的 张 国 华 练 就 了 很 多 绝

活——他能“火眼金睛”查毛丝、“手到病

除”排异常、“隔空诊断”除故障，还能“妙

手无双”探毫厘。

为保证质量，纺丝牵伸辊表面的摩

擦面必须保持均匀，标准是摩擦表面小

颗粒的间距必须保持在 1.2 微米至 1.8 微

米之间。现有的仪器不能完全随时检测

是否达标，但张国华凭借双手触摸就能

精准判断摩擦面是否合格。目前，国内

掌握这项高难技术的仅他一人。曾经有

一个月，张国华的废丝率控制在 1.5%以

下，这项世界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靠着过硬的技术和敬业爱岗的作

风，张国华 2016 年获得河南省石化医药

系统“最美一线职工”称号，2017 年获得

“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称号，并被授

予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2018 年获得

第六届河南省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

号，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倾心带徒传技，了却最后
心愿

一 花 独 放 不 是 春 ，万 紫 千 红 春 满

园。张国华不仅自己在技术上孜孜以

求，而且甘为人梯，努力把经验传授给更

多的人。40 年来，他手把手带过 100 多

名徒弟。

“张 老 师 总 是 一 遍 遍 给 我 示 范 操

作要领，手把手传授我挂丝技巧。现

在 ，我 的 挂 丝 技 术 突 飞 猛 进 ，废 丝 率

从 刚 开 车 的 25% 下 降 到 了

3% 左 右 ，还 在 去 年 的 全

省 技 术 比 武 中 得 了 状

元 。”8 月 8 日 ，张 国 华 的

徒弟辛江涛说。

“ 帘 子 布 事 业 没 有 接

班人不行，我现在的工作

重 点 放 在 带 徒 弟 上 ，再 苦 再 累

也一定要把新工带出来，我也好放心

退休……”张国华表示，每天生产中都

会出现各式各样影响产量、质量的情

况，把技巧传给想学的徒弟是他职业生

涯最后的任务。

“张国华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他把工

作 40 年来积累的工作经验进行梳理总

结出的“张国华系列操作法”，这个操作

法在众多徒弟中得到推广应用，不仅有

效提高了青工处理异常情况的能力，而

且使整个卷绕生产线的效益、质量、产值

得到大幅提升，每年可增加效益 1000 多

万元。

“再过 18个月就要退休了，能为企业

创造效益是我最大的心愿。就算退休

了，只要企业需要我，我还会义不容辞地

奉献自己。”张国华说。

（本报记者 赵志国 文/图）

张国华：中国第一卷绕工

张国华在检查产品

应国墓地 本报记者 田秀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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