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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百万庄园的葡萄又快熟了……
第一次来这里，也是葡萄成熟的季节，一

个院子都被葡萄架覆盖着，琥珀般的葡萄挂
满枝头。也是在那葡萄架下，我一次次被康
家的故事触动、被庄园的气魄震撼、被“留余
匾”的智慧启迪、也被豫商的精神感召……

数百年了，在河洛交汇处，这座庄园始
终保持着某种令人神往的沉默。这座占地
240余亩的河洛康家庄园，如今人来人往，
成为人们探究豫商生活的宝藏。在这里，每
块砖石都是打开的史册——它们记录的不
只是康家的沉浮，更是具有代表性的豫商往
事；它们展示的不仅有中原建筑的美妙，还
有耕读传家的家族故事……

木轮车碾出的百年商道
康百万，并非指固定哪个人物，而是指

河洛的康氏家族。那就让我们从这个家族
安家在河洛之地的那一年说起——

巩义市街镇的老槐树下，至今流传着康
氏先祖的创业歌谣“洪武年，大槐树，康守信
推车卖豆腐”。

据说，康百万庄园所在的康店村家谱
600年不断，其家谱显示，康店村人的祖根
在山西。那是在明洪武年间，李氏带着 3个
儿子在洪武九年来到巩县桥西，其中，两个
儿子继续向山东迁徙，李氏和儿子康守信留
在了桥西。

据传，康守信最早的生计是推车卖豆
腐。哪料，这个从山西迁来的年轻人独轮车
里的豆腐渣，竟“发酵”出一个纵横六省的商
业王朝。

之后，康守信便在巩县扎了根。一直到
第六世康绍敬的时候，康家开始了百年兴
旺。康绍敬曾出任洧川驿丞和山东东昌府
大使，这一官职不仅让康家积累了政治资
源，更重要的是为家族涉足商业领域提供了
契机。在康绍敬的努力下，康家的生意逐渐
有了起色，康家开始从一个普通的农耕家
族，向商业家族转变。随着康家的壮大，桥
西这个名字也逐渐被人淡忘，人们开始称康
家所住的地方为——康店。

“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
每个绵延数百年的大家族里，都有几个

杰出的人物出现。
在康家历代人物的展厅内，展示着康氏

家族从明代到现代有功名的人物共 412
位。其中，总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有康家 12
代庄园主康大勇打破“仕不经商”的思想桎
梏，开辟了大河行船；14代庄园主康应魁两
次悬挂“良田千顷”金字招牌，土地达 18万
亩，达到鼎盛时期；15代庄园主康道平，耗
资万两白银，修筑金谷寨，抵抗捻军，为康百
万家族中历代职位最高的人物，三品武官；
17代庄园主康建德耗资百万两白银，迎接
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两宫回銮……

其中，有这么几位人物，必须要记上几笔：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康家迎来了进一步

繁荣。康大勇作为康家第 12代传人，是康
家商业版图的重要开拓者。他敏锐地洞察
到海禁开放后沿海贸易的巨大商机，毅然决

定将家族生意向山东沿海拓展。他亲自率
领船队，沿着洛河、黄河进入大海，与沿海
地区的商人开展贸易往来。后来，他在山
东兰水县建了栈房，也就相当于在外省开
了“分公司”。

康家第 14代传人康应魁，生活在清朝
乾隆、嘉庆时期，这一时期康家的财富和影
响力达到了顶峰。康大勇造了船，康应魁
则建了造船厂。已经很难用数据去考证繁
盛时期的康家拥有多少艘船了，只有顺口
溜依然在民间流传“河里行的康家船，岸上
种的康家田，路上跑的康家马，栈里借的康
家钱”。

而更让巩义当地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
康应魁的一场寿宴。康应魁 75 岁生日那
天，族人和乡亲来为他祝寿。酒过三巡之
后，这位老人拿出一个匣子，里面是乡里乡
亲的借据。这位老人一把火烧掉了这些账
目，然后提前离席了。这种商人的“散财”方
式，让康家更让人尊敬和推崇。

康鸿猷，康家的最后一位“掌门人”，生活
在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曾独资修建了黑石
关行宫。

这个河洛康家，从六世祖康绍敬到十八
世康庭兰一直富裕了 12代、400多年，纵跨
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其农业经济横
跨豫、鲁、陕三省，土地达 18万亩；其商业经
济船行洛、黄、运、泾、渭、沂六河。明清时
期，康百万、沈万三、阮子兰被民间称其为

“三大活财神”。新中国成立以后，康百万庄
园与四川刘文彩庄园、山东牟二黑庄园并称
为全国三大地主庄园。“头枕泾阳、西安，脚
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
里尽是康家田”是其真实写照。

时光流转处，繁花落尽时。
这个曾经富甲一方的家族，终于也在时

代的线装书里，合上了属于他们的篇章。

庄园里的惊鸿一瞥
如今，让人津津乐道、流连忘返的，是康

家留下的康百万庄园。
庄园又名河洛康家，始建于明朝中叶，

明末清初初具规模。
如今，作为巩义的一个文旅景点，康百

万庄园是 17世纪、18世纪华北黄土高原封
建堡垒式建筑的代表，被誉为豫商精神家
园、中原古建典范。其建筑风格融合了北方
四合院的庄重与南方园林的典雅，形成了独
特的艺术魅力。庄园总占地面积 240多亩，
共有 19个部分组成。目前保留下来的有主
宅区、南大院、栈房区、作坊区、康氏家祠等
10 部分，有 33 个庭院，53 座楼房、73 孔窑
洞、97间平房，共计571间，建筑面积64300
平方米。

庄园的大部分已经由于各种原因而不
复存在。目前可以参观的是主宅区，只占整
个庄园的十九分之一。

除主宅区之外，当年康家还有另外四大
居住群，张沟、寺沟、龙窝沟、东西福禄堂
区。南大院是当年康家一个官院，栈房区是
集仓库、办公、做生意为一体的地方。康家
还有自己的祠堂、戏楼、花园区、菜园区、林

场、木材厂等。在南边与主宅区遥相对应
的，是康家在 1861年修建的军事寨堡基地
金谷寨。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李传泽称该庄
园是“全国硬山式建筑中最完整、最典型的
代表。”

庄园的主宅区位于核心位置，由多个四
合院组成，是康家主人居住和接待重要宾客
的地方。主宅区的建筑高大宽敞，装饰精美，
在主宅区的两侧，分别是栈房区和作坊区。
栈房区主要用于存放货物和进行商业交易，
作坊区则是康家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地方。南
大院是康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康家
子弟读书学习的地方。

家训里的永恒月光
在庄园里移步换景，看建筑的精美绝

伦，听故事的曲折万分，其实，更打动人的，
是康家繁盛数百年的家风家训。

比如在主宅区，有一副楹联是“志欲光
前唯是读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持家”，
是说想要光宗耀祖，必须读书教子，要造福
后代最好的办法是勤俭持家。

主宅区的上房，是庄园最高的建筑，康
家的历代长辈都在这里居住。上房外面的
楹联为“入户问家声礼乐诗书孝悌千秋岁，
卷帘看春色椿楦棠棣芝兰满庭芳”，意思是
入户问家庭声望，奉行礼乐诗书孝悌世代相
传，千古不朽；卷帘看满园春色，父母、兄弟
及优秀子女和睦相处，一派生机。

“进入康百万，先看留余匾。”最著名
的，当然还是康家庄园文化的象征、镇馆之
宝——“留余”。它上面的内容，开篇提到

“留耕道人《四留铭》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
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
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
还子孙。”这里引用了南宋留耕道人王伯大
的 4句座右铭来告诫子孙凡事都要留有余
地，人生在世，不要把福禄寿财都享尽用尽
占尽，把它留给需要它的人。

接着，又引用明朝进士高景逸的两句话
“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
有余味。”可以说把“留余”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最后又总结道：“若辈知昌家之道乎？
留余忌尽而已。”昌家之道就是留余忌尽，这
句话就道出了康家繁荣昌盛400年的秘诀，
就是凡事留有余地，忌盈忌满，过犹不及。
这块匾，现在已经被列入中华名匾之一。

“留余”思想体现了康家对人生和社会
的深刻认识。而康家家训也是“留余”理念
的进一步阐释：“经商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
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感
恩心，愿使人鄙我疾，勿使人防我诈也，前人
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余。”

一路走来，暮色将尽。
暮色中的康百万庄园，飞檐勾勒出天边

的残霞。那些曾经在此进出的商贾早已化
作尘埃，唯有洛水依旧东流。

回望“留余匾”，在夕阳下静默。
其实，真正不朽的，从不是青砖黛瓦的

庄园，而是深植在中原厚土里的商业智慧与
家道传承，还有那些在百姓口中代代相传的
早已消散在历史烟云里的康家故事……

“引力计划”大学生
政务实践活动开始报名
本报讯（记者 杨柳）6月 25 日，记者从团市委

获悉，由郑州市委组织部、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共青团郑州市委联合发起的 2025年“引力
计划”大学生政务实践活动即日起开始报名。本次
实践活动面向全国高校招募在校大学生，在郑州市
直、区县(市)直、乡镇（街道）、村（社区）、重点企业
等进行实践。

报名者须符合以下条件：政治立场坚定，思想道
德品质端正，无不良记录；能够严格遵守实践单位各
项规章制度，自觉接受实践单位的管理；工作细心，
勤奋实干，责任心强，吃苦耐劳，团队意识强；实践期
间，个人能够解决在郑住宿和交通等生活问题；学生
本人自愿，家长同意，并能保证一定的社会实践时
长；中共党员、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学生团干部、学生
会工作人员和学生社团骨干优先。

据了解，本次活动实践时间为暑假期间，具体时
间可由大学生本人与实践单位沟通确定。实践学生
将有机会在郑州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村（社
区）等单位沉浸式参与有关业务工作和活动，了解相
关单位的运转情况和日常工作，承担实践岗位工作
任务。

本次实践活动采取网络报名方式，符合报名条
件学生可通过以下 3种方式报名：关注“郑州共青
团”公众号，搜索引力计划，根据内容指引进行岗位
报名；登录“郑好办”APP，点击引力计划活动专区，
填写个人信息，提交报名申请；登录“郑好办”APP
领取“郑州青年卡”，在2025年引力计划大学生政务
实践活动进行报名。

据悉，实践单位通过政务实践报名管理系统，对
报名参加实践活动的学生进行信息审核、录用，报名
与录用工作同步启动，先报先得。学生登录学生报
名端，及时关注录用结果，如未录用，在有效报名时
间内可转报其他岗位。

7月多场招聘会
精准对接促就业

本报讯（记者 刘盼盼）为全面落实国家“百日
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部署，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将
于7月推出四大主题招聘活动，高校毕业生专场、
贸易/批发/零售行业专场、营销/管理/电商行业
专场及综合性人才交流活动，旨在精准对接重点
群体就业需求，服务郑州产业升级与民生保障。
活动预计覆盖近 3000个岗位，助力企业纾解“用
工难”、人才破解“就业难”。

招聘会主题和时间安排：7月 1日，百日千万
专项行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7月4日，
百日千万专项行动——综合性人才交流活动；7月
8日，百日千万专项行动——贸易、批发、零售行
业；7月 11日，百日千万专项行动——综合性人才
交流活动；7月 15日，百日千万专项行动——高校
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7月 18日，百日千万专项行
动——综合性人才交流活动；7月 22日，百日千万
专项行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7月 25
日，百日千万专项行动——综合性人才交流活动；
7月 29日，百日千万专项行动——营销、管理、电
商行业。招聘会地址：陇海西路169号郑州人才大
厦三楼人才交流区。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将持续
优化招聘服务，后续还将推出更多主题招聘会，助
力郑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康百万庄园：长盛密码自“留余”
本报记者 李娜 文 马健 图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九次会议举行
（上接一版）会议听取了关于《郑州商代都城遗

址保护条例（草案）》《郑州市中医药发展促进条例
（草案）》的说明，关于《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修订草案）》《郑州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证规则（修订草案）》的
说明，关于《郑州市街道居民议事会议工作规定（草
案）》的说明，关于《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决定（草
案）》的说明，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和关于人事
任免案的说明。

按照日程安排，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
会议将对议题进行逐项审议，举行“郑州早期的文明
图景”专题讲座，并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

副市长马志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殿福，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道伟，市监察委员会、市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市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5名公民旁听会议。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服务郑州打造乡村振兴
中 原 样 板 政 银 企 合 作 对 接 会 举 行
（上接一版）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银行职能优势，创
新合作模式，优化金融服务，全力支持郑州重点建设
项目，以高质量金融服务赋能郑州高质量发展、高效
能治理。

会上，郑州市和农发行分别进行重点项目和信
贷政策推介，涵盖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等领域
的20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市领导陈宏伟、夏扬，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战略
规划部总经理李国虎、粮棉油部副总经理刘旭燕、
投资部副总经理郭永智、产业客户部资深客户副经
理丁利军及河南省分行行长杨德平、副行长杜军等
出席。

党建筑基“织网”
群众幸福“满格”

（上接一版）此时，系统就会如同一个智能秘书，自
动生成交办单并及时推送至点位负责人。同时，
督察员还能实时掌握整改结果，实现了工作流程
的无缝衔接与高效闭环。

以二七区为例，该区积极响应并充分运用这
一创新模块，将辖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主
次干道、主要交通路口等实地和视频点位录入平
台，分别明确点位负责人。同时，组建涵盖行业系
统、属地镇办等 40人的排查员队伍，强化联动协
作，常态化开展分类、分区域指导工作，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平台数智治理优势，利用“创
文”模块及时下达发现问题，点位反馈上报整改落
实情况，实现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提质增效。

自该功能模块上线以来，郑州市初步构建起
常态化瘦身减负、少测低扰、降噪提质的“无感”创
文新模式，让城市文明创建工作在悄无声息中取
得了显著成效。

组织聚力 全民参与
文明城市的创建离不开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

和支持。郑州市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的
组织优势，有效统筹网格内各方力量参与文明创
建，成功构建起党建引领、协同联动、多元共治、全
民参与的文明创建新格局。

为充分发挥文明创建专业骨干力量的作用，
郑州市将 260 余名市区两级文明创建督导员和
1000余名点位负责人纳入网格组织架构，并分级
开通网格员工作权限，使其能够借助网格化平台
高效开展创建工作，进一步充实了文明创建的工
作力量。

此外，还依托“郑好办—郑好拍”“郑连心”等
平台，积极引导广大市民参与创文工作。例如，中
原区利用“原点在线”微信小程序，常态化开展文
明创建宣传教育活动，鼓励群众成为文明创建的
主力军，形成了全民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平台支撑 常态长效
依托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体系，郑州市将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融入日常、抓在平常，有效避免了
“一阵风”式创建和“突击式”迎检等问题。

郑州市将 65条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标准和 24
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测评标准转化为通俗易
懂的“文明创建要素清单”，并利用网格化治理平
台的“网格学堂”模块常态化开展线上培训，方便
相关人员实时学习、精准掌握测评标准。

自 2024年 3月中旬文明创建专属模块正式
上线以来，各级督导员持续常态化开展督导工作，
累计开展实地点位排查 1.5 万余次，排查出各类
问题 3821个，问题整改率达到 95%，形成了问题
及时发现、任务智能分派、整改责任明晰、结果跟
踪反馈的完整工作闭环。各级网格员也积极参与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截至 2024年年底，网格员队
伍记录创文相关“随手记”1358764条，上报事件
593527件，办结593520件，办结率高达99.99%。

如今，漫步在郑州的街头巷尾，目之所及，是
日益优美的城市环境，绿树成荫、繁花似锦，街道
整洁干净，公共设施井然有序；心之所感，是市民
文明素养的显著提升，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
处，公共场所里大家自觉遵守秩序、文明礼让……
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与文明城市创建深度交融，
让这幅文明和谐的美好画卷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
生辉，也让每一位生活在郑州的市民，都真切地感
受到文明带来的幸福与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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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共享雨伞”
助力市民出行

本报讯（记者 张倩）“夏季是一个多雨的季节，
在我的车厢内，常常能看到因没有携带雨伞而神情
焦急的乘客，因此我特意在车厢内设置了‘共享雨伞
驿站’，方便乘客随时取用。”6月 25日上午，在周海
燕的公交车厢，她一边介绍“共享雨伞驿站”的设置
初衷，一边将车厢内的10余把共享雨伞整理得井井
有条。

据了解，进入夏季，降雨天气总是不期而至，为
更好地为广大乘客提供便捷舒适的公交出行体验，
郑州公交B3路车长周海燕特意在车厢内设置了“共
享雨伞驿站”。当乘客有需求时，只需向车长告知，
并进行简单登记后，就可以取用雨伞。归还时，只需
放置在任意一辆B3路公交车上即可。

其实早在2020年，周海燕就自费购买400余件
爱心雨衣，在线路所属的40余台公交车厢内设置了
贴心的“共享雨衣”取用处。但是相较于雨衣，雨伞
却有着别样的优势，雨伞不但收纳方便，还可以循环
利用，能为不同人群提供帮助。于是，“共享雨伞驿
站”在周海燕的车厢“暖心登场”。

“出门时天气晴朗，而当即将下车时却下起了瓢
泼大雨，如果没有携带雨伞的话，真的让人犯难，而
公交车厢里的‘共享雨伞驿站’就能解决这一难题，
真的很感谢车长的细致用心。”乘客李女士说。

周海燕表示：“车厢里的‘共享雨伞驿站’，不仅
是一处便民设施，更是传递城市文明与公交温度的
桥梁，希望车厢内的爱心雨伞不仅能为乘客遮风挡
雨，更能成为传递爱与温暖的纽带。”

（上接一版）在保障“粮安”的同时，郑州
市也努力实现“村兴”。近年来，郑州市认真
践行“乡村振兴，产业先行”的工作思路，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鲜明的乡村产业，持续做好“土
特产”文章，全力推动乡村特色富民产业提质
增效。中牟姚家镇和官渡镇的草莓产业、巩
义鲁庄镇桑家沟的花卉产业、登封环嵩山乡
村的民宿产业……各地呈现出“兴一个产业，
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百姓”的良好发展态势。

全市累计培育农业产业强镇 12个，其中
国家级产业强镇6个、省级产业强镇6个；累计
培育“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18个，其中国家级
示范村 8个、省级示范村镇 10个。同时，郑州
市大力发展生态水产养殖，黄河鲤鱼养殖规模
居全国之首，观赏鱼锦鲤年产量占全国一半以
上，“168”养殖模式（漏斗形池塘循环水高效养

殖技术）在全国推广。截至目前，全市有效期

内绿色食品 132个、地理标志农产品 10个、名

优特新农产品 49个。黄河鲤鱼、登封芥菜、中

牟西瓜、新密金银花、荥阳河阴石榴等一大批

地方特产享誉全国，已成为郑州农产品的靓丽

名片。

来自郑州市农业部门的数据，2024 年全

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933元，同比增

长 5.1%；全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92.1亿

元左右，同比增长3.6%。

提质增效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三全食品的生产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
数智化生产线将面粉、蔬菜、肉类等加工成一

箱箱面点、水饺、汤圆等美味食品，送到千家万
户的餐桌上。

农产品加工业一头连着农业和农民，一头
连着工业和市民。近年来，郑州市立足农业大
省省会资源集聚优势，坚持“粮头食尾、农头工
尾”理念，全力推动农产品加工业提质增效，有
效促进了农业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提升，农产
品加工业已成为郑州市六大支柱产业之一。

2024 年，全市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208
家，产值约千亿元；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
与农业总产值比约为3.1∶1，高于全国（2.06∶1）
平均水平。郑州速冻食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
60%，方便面国内市场占有率 20%以上，枣制
品产业规模稳居全国首位。千味央厨、蜜雪冰
城分别在深交所、港交所上市，成为预制菜、休
闲饮品行业的领跑者。

同时，郑州食品“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
快。近年来，郑州市农产品加工企业主动融
入国际市场，带动“郑字号”食品产业链国际
化。蜜雪冰城海外门店近 5000家；喜万年食
品年出口大蒜、胡萝卜等脱水蔬菜 9.3 亿元；
三全、思念、白象等企业的产品在北美洲、欧
洲等地占据一定市场；万邦国际农产品批发
市场与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
来……据郑州海关统计，2024 年全市涉及农
产品出口业务的企业达到 256家，出口额 32.2
亿元。

在中牟新区，中原现代食品产业园正在如
火如荼建设中。随着中原现代食品产业园、瑞
益食品工业园等优质项目的落地实施，郑州市
农产品加工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形成新的
增长点。

郑州向“新”求质 汇聚高质量发展澎湃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