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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获得的多份对镇原县
缴获的古生物化石鉴定结果显
示：这批“龙骨”为新生代古脊椎
动物化石，属于重点保护古生物
化石。因不是系统发掘而得，已
被严重损毁，无法进行详细鉴
定，初步观察有哺乳动物肢骨、
牙齿等，应分属多个个体，包含
牛、马、羚羊等哺乳动物化石，在
动物演化、动物分类、古地理、古
环境方面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
价值。

刘先生是镇原本地人。在
他印象中，小时候家中老人有时
会捡回一两块“龙骨”，如果不小
心受伤流血，老人会将“龙骨”磨
成粉末，然后用来止血。

那么，“龙骨”到底有什么功
用？被盗采的“龙骨”流向了何
处？盗采案频发背后有何非法
利益链？

张志宏介绍，“龙骨”主要作
为药用，价格不等，有的一二十
元一斤，有的数百元一斤。至于
被盗采的“龙骨”卖到了何处，公
安机关正在进行侦查。

甘肃省古生物化石专家委
员会一名专家告诉记者，“龙骨”
的药用价值现在没有完全的定
论，只有一个土方说有止血功
效。据此，他们判断“龙骨”里面
有吸水性较强的黏土矿物。“‘龙
骨’被贩卖到什么地方，这是一
个新的领域，我们也很关注。这
个产业链很深，最终要靠公安机
关侦查。我们初步认为大部分
流到了加工药材的地方，还有少
部分有人收藏作为化石标本。”

针对当地“龙骨”被频繁盗
采的现象，镇原县多个部门表
示，当地加大了打击力度，盗采
古生物化石现象扩散蔓延的趋
势得到有效遏制。已研究出一
系列保护方案，力争打断古生物
化石盗采贩卖的利益链条。

据悉，针对“龙骨”被盗采现
象，镇原县人民法院向镇原县人
民政府提出强化宣传、修复植
被、封堵洞穴等一揽子司法建
议，并附上了3份盗掘古脊椎动
物化石案判决书。

镇原县新集镇公共事务服
务中心主任兰育森介绍，该镇王
寨村发生“龙骨”盗采案后，当地
政府部门对盗洞进行了封堵，并
种植了树木对植被进行修复。
同时，强化群策群防，在各村组
设置警示牌和警示标语，进行大
力宣传，还利用赶集日人口集中
的时候，发放宣传资料。

当地也已研究出一系列保
护方案，其中包括与乡镇人民政
府、公安、文广旅游、市场监管、
生态环境等部门加强合作，进一
步建立健全古生物化石保护的
执法体系，力争打断化石盗采贩
卖的利益链条等措施。

（成都商报）

甘肃镇原“龙骨”盗采调查

祖孙三代盗采“龙骨”最深盗洞超500米
“没收非法盗采古生物化石（龙骨）1000余公

斤。在盗采毁坏严重区域，劝返非法采挖群众200
多人次……”这是甘肃庆阳市镇原县自然资源局今
年7月发给镇原县人民法院一份复函上记录的真
实信息。

甘肃庆阳市镇原县，厚重的黄土大塬上，沟壑
纵横，被称为“龙骨”的古生物化石星罗棋布。自
2022年以来，多个村庄存在非法盗掘、出售“龙骨”
的现象。今年已判决3起盗掘“龙骨”刑事案件，另
有3起正在审理中。

镇原“龙骨”盗采到底有多猖獗？背后有着怎
样的黑色利益链条？当地“龙骨”保护现状如何？8
月下旬，记者深入镇原县多个乡镇，实地探访“龙
骨”被盗采现场，并走访相关部门。采访发现，作案
者均为外来团伙，有祖孙三代都在从事盗采“龙骨”
违法犯罪活动。

专家表示，盗采“龙骨”产业链很深，目前初步
认为大部分“龙骨”流入药材加工地，还有少部分被
收藏为化石标本。

新集镇王寨村，距离镇原县城60余公里。这里是当
地古生物化石一个重要分布点，一年前曾发生盗采“龙
骨”案件。

近日，记者驱车来到王寨村。村民介绍，盗采地方名
叫梁梁峁山，位于山沟处，前往需经过一段河滩。由于连
日下雨，河滩已被水淹没无法通行。“只有那一条路过去，
现在人员、车辆都无法通行。”王寨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孙
先生说。

记者前往镇原县方山乡关山村、十八岘村，开边镇白
马寺村、新集镇王寨村等多个村庄实地探访发现，当地

“龙骨”分布地都位于山沟，车辆无法直接到达。如果没
有当地人指引，很难找到具体位置。开边镇白马寺村村
民惠先生带着记者前往一处盗采“龙骨”地。车辆在村道
上行驶2公里后，惠先生示意停车，然后站在路边指着一
处山沟说，“就在那下面，车辆进不去。如果步行，单边至
少2个小时。”

那么，“龙骨”盗采者是如何前往并实施盗采的？据
介绍，盗采者携带电锤、铁锹、头灯等工具，爬进洞穴进行
盗采，惠先生说：“洞穴入口只有1.2米左右，只能爬行进
去。洞内也不高，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里面挖掘的。”
据了解，盗采者一般都开着三轮车将工具运到最近的地
方，然后徒步前往，盗采“龙骨”后又用三轮车拉出来。

镇原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张志宏告诉记者，盗采者
在洞穴内是跪着或坐着操作的。他们会往不同方向挖
土，洞穴内四通八达，最深的洞穴达500米以上。

当地多位村民介绍，“龙骨”被盗的地方几乎都有多
个洞口，相距不远。目前，这些盗洞已被当地政府封堵
了。

镇原县方山乡关山村、十八岘村，堪称“龙骨盗采重
灾区”，有团伙一年内在十八岘村多次盗采，获利60余万
元。关山村村支书告诉记者，该村“龙骨”盗采案发生在
去年，两个团伙内讧，一个团伙盗采未果，举报了另一个
团伙，警方抓获数名嫌疑人，目前已判刑。

“我不会带你去，万一你是冒充身份来打探消息，然
后盗采‘龙骨’呢？”当记者询问盗采地点时，该村支书立
即警惕起来，并要求其他村民不准带记者去现场。

随后，记者驱车前往10余公里外的十八岘村，也被
婉拒。“我刚刚接到其他村干部通知，有人可能冒充身份
寻找‘龙骨’化石点。”十八岘村村支书表示。

连日采访中，记者在当地多个村庄都曾遭遇此类情
况，不仅村干部严防进村的陌生人，村民们也充满了警
惕。

张志宏透露，早些年盗采“龙骨”猖獗时，有盗采者租
住村民房屋，村民也为其提供相关便利，比如用水、用电
等，从中获得一定的利益，因此打击难度较大。

记者发现，2019年4月镇原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严
厉打击非法盗采古生物化石行为的通告》提到：“全县广
大群众要积极同违法行为作斗争，严禁向非法盗采的外
来人员提供信息、住宿、用电、用水等方便。对明知是非
法盗采的外来人员仍向其提供便利者，一律视为参与盗
采，依法予以处理。”

镇原县新集镇王寨村“龙骨”盗采案，发生在
2022年8月11日凌晨2时许。

当地一村民向记者回忆，夜深人静时，附近
村民听到狗叫声，然后发现多名陌生人疑似在盗
采“龙骨”，赶紧通知其他村民赶到现场，将盗采
者堵在了洞里。“洞口很小，我们堵在洞口，他们
就爬不出来。我们报了警，警方现场抓了9人，一
名放风的人跑了，后来也被抓了。”该村民说。

镇原县检察院一份起诉书显示，被告人赵某
甲、张某甲等10人当晚盗挖“龙骨”共计71.8公
斤。经古生物化石专家鉴定，涉案“龙骨”为新生
代古脊椎动物化石，属于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

开边镇白马寺村“龙骨”盗采案则发生在今
年1月初。据一位村民介绍，当晚10点多，群众
发现有陌生人进村，于是报警。次日凌晨3时许，
3名盗采者准备离开时，被蹲守的民警当场抓获。

据悉，2023年以来，镇原县人民法院先后判
决3起盗掘古脊椎动物化石刑事案件，另有3起
案件正在审理中。

同时，记者梳理发现，从2022年至今，镇原
县公安局公布破获多起“龙骨”盗采案：2022年4
月26日，在宁夏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周某林和马
某俊，追缴“龙骨”112公斤。2023年1月29日
晚，常某某等4人潜入方山乡一沟底山洞盗掘“龙
骨”被当场抓获。初审查明，常某某等先后盗采3
次，共盗得“龙骨”35.5公斤。

张志宏向记者介绍，一名被抓获的嫌疑人交
代，虽然分布点沟壑纵横，但他明确知道哪里有

“龙骨”，因为从他爷爷开始，就在多地盗采过“龙
骨”，祖孙三代都从事盗采的违法犯罪活动。

实地探访 盗洞内四通八达

盗采频发 村民曾将9人堵洞内

背后链条
大部分流入药材加工地

警方缴获的“龙骨”。

盗采人员挖的盗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