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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罗西章从凤翔师范学校

毕业，被分配到扶风县午井小学任教。

1961 年，罗西章被调至扶风县文化馆，

主要分管文化宣传兼文物工作。1984

年，他被分配到扶风县博物馆任馆长。

1987 年，扶风、岐山两县的文管机构撤

销合并，成立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筹建

处；次年，周原博物馆成立，他任馆长

直到 1999 年退休。

罗西章从事考古工作近 40 年，足

迹遍布周原。农村平整土地、修水渠、

修公路的现场，经常能见到他的身影；

全县大大小小的废品收购站，他也经

常光顾。从废品收购站中，他不仅收集

到 300 多面铜镜，还整理出 100 多本

（部）古籍线装书。

罗西章还有一项绝活，就是文物

修复。他修复的文物，从种类看，有

陶瓷器、玉石器、青铜器等，其中最

值得一提的是国宝 簋的修复。这

件体量巨大的青铜簋，出土时是大大

小小百余块严重变形的残片，修复难

度极大。他和扶风县城关农具修配厂

师傅李义民，花了 20 多天时间将其

修复完好。著名考古专家韩伟曾著文

称赞 簋的修复“为陕西文物界立

下了奇功”。

在考古研究方面，罗西章也颇有

建树。1978 年，他发现和确认的扶风

中颜村出土的西汉麻纸，比史料记载

的蔡伦造纸还要早 100 多年，经学界

讨论并认可，此纸被命名为“中颜纸”。

1995 年，他确认和证实了西周铜制取

火工具——阳燧，这一发现在国内外

引起轰动，《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周原

挖出个“太阳”——西周阳燧发现纪

实》的文章，称“此器在科技史上具有

重大意义”“是世界奇迹”“是中国古代

的第五大发明”，中央电视台还拍摄了

专题片，在《东方时空》等栏目多次播

放。此外，罗西章还确认了西周砍杀兵

器——“我”，并为此写了题为《“我”

字浅识》的论文，著名金文专家陈邦怀

教授看到后，欣然提笔写道：“我为兵

器，前人虽已言之，而今用实物证明之

者，乃吾老友西章也。”

说起来，罗西章并没有接受过文

物考古方面的专业学习和培训，完全

是出于责任、热情、爱好和执着，边干

边学、边学边干，一步一个脚印，逐渐

成为一位文物考古专家。爱学习，肯钻

研，不懂就问，他说，这就是他成功的

秘诀。

罗西章不仅是文物考古工作

者，更是文物政策宣传员、文物知识

普及员。他在扶风县博物馆举办的

“扶风历史文物展”，所展文物精美，

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深受广大群

众喜爱；他在周原博物馆举办的“西

周酒文化和当今宝鸡名酒展”，通过

展出西周酿酒、盛酒、温酒、饮酒所

用的青铜酒器，以及与饮酒有关的

青铜礼器乐器等，使群众对西周历

史文化有了更

直观、更真切的

了解。陕西省文物局

原副局长陈全方曾著文

称“罗西章同志在陈列上所

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多年来研究成

果的体现……反映了他独特的陈列

见解”。

罗西章非常重视文物安全工作，

尤其是文物防火防盗工作。他经常检

查电线是否老化、有无短路现象，每

天晚上都要检查值班人员是否在岗，

有无睡觉的。他在周原工作期间，节

假日都在单位值班，以确保安全。在

他工作期间，周原博物馆没有发生过

安全事故。

罗西章还特别重视文物事业和旅

游产业结合发展。1989 年至 1990 年，

他先后被县、市、省旅游部门授予“旅

游优质服务先进个人”“外事旅游先进

个人”等称号。1992 年，国家旅游局和

中国财贸工会为他颁发“全国旅游行

业先进工作者”奖状。

退休后，罗西章还多次参加全国

性的学术讨论会，并向大会提交论文。

其中《汉代外文铅饼的再认识——兼

论白金三品》一文曾在全国西汉白金

三品学术讨论会上作学术交流，引起

强烈反响。

近年来，由于年事渐高，罗西章已

很少写文章，但仍每日坚持练习书法。

他用篆书书写的《千字文》等作品，由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深受书法

界人士的好评，国家图书馆等单位都

收藏了此书。

罗西章，1937 年生，陕西扶风人。
周原博物馆原馆长。从事文物考古工作
近 40 年，参加了周原遗址、北吕周人墓
地等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征集
和甄别各类珍贵文物 15000 余件，其中
簋、中颜纸、阳燧等堪称国宝。修复了
各类文物 1000 余件，特别是 簋的修
复，被业界称誉“为陕西文物界立下了
奇功”。1992 年被宝鸡市评为第一批有

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1998 年获国家
文物局“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奖”。

文物考古学家罗西章：

无怨无悔做国宝守护者
陈继刚

罗西章修复的西周青铜器 簋

打通农村客运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鲁淑娟

脱贫攻坚

宝鸡在行动

整装待发的“村村通”客车

刘高路拓宽改造施工中

11 月 10 日一大早，渭滨区高家

镇卒落村村民强金绪来到村委会门

口，没几分钟，预约的客运车便到了。

强金绪坐上车，半个多小时后就抵达

市区火车站广场。“有了预约车，出门

办事真方便。”强金绪口中的预约车，

正是渭滨区的“村村通”客运车。

9 月 20 日，渭滨区举行了“村村

通客车”启动仪式。10 月 15 日，13

条“村村通”线路全面启动运营，打通

了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惠及 14

个行政村近 2 万名常住群众。至此，

渭滨区 49个行政村全部实现客运“村

村通”。

行政村客运车

实现“村村通”
11 月 10 日，在渭滨区石鼓镇龙

山河村，一辆 14 座的小巴车驶进村

子，停在村委会门前。崭新的空调小

巴，外观漂亮，车厢整洁，座椅舒适，

从车上下来的村民们脸上挂着笑容，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三组村民朱存荣手里拎着从市

区买的生活用品，高兴地朝家里走去。

70 岁的朱存荣是村上的贫困户，年龄

大了，身体时常不舒服，儿媳妇腿脚也

有问题，一家人经常需要到市区看病。

之前村上没有通客运车，他们大多时

候只能步行到市区再乘车。因为腿脚

不便，3 公里多的路程，要走 1 个多小

时。因此，每次去市区看病，乘车难成

为一家人的烦心事。

10 月 15 日，渭滨区“村村通”客

运车开到了家门口，只花 2 元钱就能

坐到市区，一下子解决了朱存荣的出

行难问题。老人特别高兴，为了庆祝这

个大喜事，特意买了一条被面和一串

鞭炮，找到村干部准备拦住客运车披

红放炮好好庆祝一番。因为燃放鞭炮

污染环境，在村干部的劝阻下，老人才

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个想法。

同样因为有车坐而开心不已的

还有卒落村的群众。卒落村位于我市

西山地区，距离市区 30 多公里，是渭

滨区最偏远的一个村子。离市区远，加

之群众出行需求不集中，虽然水泥路

2009 年就修到了家门口，却一直因成

本太高无法开通客运线路。村民去市

区办事，要么花高价租车，要么穿过 5

个铁路隧道，步行 1 个多小时到高家

镇胡家山村乘车。根据村子的实际情

况，渭滨区为村民开通了“预约车”。群

众只要打个电话，预约车就会上门来

接，非常方便。

近年来，渭滨区农村公路建设取

得了长足发展，全区所有农村公路实

现了村村通、组组连。但由于辖区山川

塬并存的地域特点，仍有 14 个行政村

未通客车。今年，渭滨区下定决心彻底

解决农村群众客运出行这个老大难问

题，区上积极筹措资金 1000 余万元，

按照“企业运营、应通尽通、灵活多样、

统筹物流、财政补贴”的方式，委托宝

运集团新购置 10 辆客车，企业自行配

置预约车 3 辆，开通 13 条村村通运营

线路，解决了最后 14 个行政村的客运

出行问题。至此，全区 49 个行政村全

部实现客运通车，最大限度满足了农

村群众出行的需求，让城乡公路“毛细

血管”更通畅。

财政补贴

实现“长久通”
如今，每天往返于市区和各

个村庄之间的“村村通”客

车，成为渭滨区一道道流

动的风景线。

“客运车通到

了家门口，大家都

很开心，但是能

不能长久，我们

还是有点担心。”

提到“村村通”客

车，村民们喜笑

颜开，但不少人

心里仍在打鼓。

村民们的顾虑

不无道理。因为各个

村子比较分散，加之

每天早晚出行群众较多，

一些山区线路偏僻、人少，一

天也拉不了几个人，跑一趟的利润

还不够油钱，导致客运车运营成本较

高，很难赢利。一般城乡班车完全市

场化运营的路子显然走不通。那么，

如何确保客车“村村通”，而且“长久

通”呢？

渭滨区交通运输局负责人介绍，

他们联合运输企业多次考察调研，多

方论证，最终确定了“企业运营、财

政补贴”的方式。据介绍，在购置车辆

时，政府给予车辆总费用 30% 的补

贴。每年，政府再拿出 114 万元，作

为企业的运营补贴。同时，制定了考

核办法，考核结果作为政府补贴的重

要依据，既防止了单纯由政府包揽，

财政补贴不起，又杜绝了完全市场运

营，企业亏损不起的情况发生，确保

“村村通”客车开得通、留得住、可持

续、常态化。

宝运集团副总经理崔卫红介绍，

这些客车都安装了

GPS，用以收集统

计车辆日常运

行轨迹、运行

频次，作为单

车考核和补贴发

放依据。因此，即使

是空车运行，司机也会按

照约定的班次发车，不会不发或者

漏发。

完善基础保障

实现“安全通”
因为经济实惠、方便舒适，“村村

通”客车很快成为中老年人、学生出行

的首选。除了想尽办法提供优质的客

运服务外，群众出行安全也成为渭滨

区交通部门最操心的事。

11 月 7 日，记者在刘高路龙山河

村段看到，拉土车来来往往，数十名工

人冒着严寒正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

介绍，刘高路建设时间较早，一些路段

变成了“搓板路”；开通客运车后，为了

保障行车安全，渭滨区交通运输局决

定对破损路面进行修整，并拓宽路面、

安装防护栏。

记者从渭滨区交通运输局了解

到，为确保乡村道路的行车安全，区

上筹资 1500 万元实施“生命安全

防护工程”，计划在农村公路安装防

护栏 300 公里，目前已完成 60 多公

里。同时，修建排水渠 170 公里、维

修路面 1171 平方米，清理塌方路面

2151 立方米，维修水毁路段 27 公

里，绿化农村公路 31 条 180 公里，

栽植、补植各类苗木 19 万余株。

此外，渭滨区高度重视道路养

护，区上配套 100.6 万元，完善公路

养护体制，区公路管理站的养护队伍

由 2 支扩展到 4 支，人员增加了一倍。

同时足额配套到位养护工程资金，确

保辖区公路“有路必养，养必优良”。

据悉，渭滨区县、镇、村公路养护评

定数值均高于省、市局下达的专业标

准。随着农村公路附属设施的进一步

完善，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消除，农村

公路“畅、洁、绿、美、安”特点突出，为

群众出行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