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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人两铁锹挖出洞口 盘古洞原来别有洞天

荥阳环翠峪发现新溶洞

钟乳石、古代文字、一线天、水潭……半
个月前，一名村民放牛来此纳凉时，竟突然
发现这里另有洞天，这个被泥土覆盖多年的
原生态溶洞即将展现在世人面前。昨日，记
者在荥阳市环翠峪东沟村，目睹了这一充满
神秘色彩的原生态溶洞。

盘古洞另有洞天
在村主任鲁明献的带领下，记者沿着荆

棘丛生的山道，来到位于半山腰的洞口，在
距离洞口还有十多米时，一股股寒气就让人
顿觉清爽。刚刚进入洞口，一个高十几米的

大厅出现在眼前。“这些应该都是古代人留
下的文字符号，看多规则。”顺着鲁明献手指
的方向，记者在大厅顶端看到了一排规则的
类似文字的图形。沿着狭长的走廊继续前
行，各种千奇百怪的景象不时出现在眼前。

在一个看似没有路的地方，洞口突然峰
回路转，下方又出现了一个洞口。沿着这个洞
口继续前行，在经过一番攀爬后，眼前突然出
现一个数十平方米的被泥土覆盖的大厅。钻
过一个只能一人通过的狭窄石缝，眼前的钟乳
石更是鲜艳欲滴，而在钟乳石旁边，就是一座

深潭。“现在只能看到这里了，过一段时间再
来，肯定是另外一番景色。”鲁明献告诉记者。

放牛人两铁锹挖出洞口
据该村村民讲，这个洞应该叫盘古洞。

2005年，一位村民承包这个山洞准备开发，清
理了一年多的泥土，挖到136米左右后，发现
平行挖的地方，都成了石壁，这名村民以为这
里就是洞的尽头，于是便放弃了，这几年，这个
洞就成了堆放杂物的仓库，无人问津。

半月前，东沟村的一位村民在南山坡放
牛，因为天热，他就到洞内凉快。好奇的他

觉得洞中凉气很浓，用手机照明摸索前行。
当他摸索着走到看似“洞底”部位时，感觉脚
下的土非常软，于是找来铁锹向下挖，突然
一个斜着的洞口出现在眼前。

15 天来，众多村民分成两组，日夜不停
地向下挖下去，眼前很快豁然开朗，目前已
经挖到超过 200米，而据他们找来的地质专
家分析，这个洞的总长度应该超过3000米。

随着开挖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个神奇的
天然溶洞不久将出现在人们眼前。

本报记者 谢庆 文 许大桥 图

惠济区

鼓励举报“小金库”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秦三岭）昨日，

记者从惠济区财政局获悉，为在全区杜绝“小
金库”的存在，惠济区制定多项措施，其中包括
最高10万元的举报奖金。

据了解，该区组建“小金库”专项治理领导
办公室，并公布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对举报
有功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查出并已收缴入库的

“小金库”资金、税款和罚款的金额，给予
3%~5%的奖励，奖金最高额为 10万元，由同级
财政负担。同时，建立举报登记和查处督办制
度，指定专人负责，做到件件有交代、事事有着
落。认真执行信访工作保密制度，切实保护举
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依法
依纪从严惩处。

金水区

领导干部集中学习
本报讯（记者高凯 通讯员冯景义）当前，在

金融危机的淤泥中，有省会城区经济“龙头”之
称的金水区，辖区房地产、出口等产业出现颓
势，加之群众消费力下降，给眼下的经济发展
带来了一些困难。面对这一局面，一些干部开
始有手凉的感觉，显出对危机的不适应，昨日，
这一问题被摆在了该区举办的领导干部读书
活动中，从省财院赶来的专家，为广大干部剖
析了这一问题。

在学习的现场，专家朱金瑞结合金水经济
发展的形势，从和谐社会的特征、和谐社会建
设的层次、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与和谐社会建设
的关系三个方面讲起，同时展开对金水区经济
的分析，将怎样适应危机、怎样解决危机，怎样
在危机中找机遇等传授给在座的领导干部们。

据了解，今后一个时期内，金水区的领导
干部们每周都将参加一次集中形式的读书学
习活动，每次学习时间为两个小时。

新郑

规范双洎河生态补偿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张莉红 胡战

勇）记者昨日从新郑市环保局获悉，为切实改
善双洎河流域水环境质量，用经济手段实现环
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该市近日出台
了《新郑市双洎河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暂行办
法》。

该《办法》规定，补偿考核的指标为化学需
氧量和氨氮。对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水质出
现超出与新郑市政府签订的目标值时，将根据
超标程度计算和扣缴补偿金，对于所考核河流
断面水质全年能够达到考核要求90%以上的乡
镇、街道办事处，新郑市政府按照相应标准予
以奖励。新郑市环保局负责核定各断面每周
超标倍数和补偿金数额。扣缴补偿金由新郑
市财政年终结算时直接扣收，扣收资金作为生
态补偿金。

新密

超化寺获批恢复道场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通讯员 梁冠山）记者

昨日从新密市有关部门获悉，省宗教局已批准
超化古寺恢复道场，欲重现“净土祖庭”昔日雄
风。

超化寺，原名“阿育王寺”，坐落于新密市超
化镇中心。 该寺建于东汉桓帝年间（147年），
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寺院兴于北魏，盛
于唐朝，僧众有两千多人，寺院面积方圆 20里，
这里曾是净土祖庭，也是接纳十方衲子的一大
道场。沧海桑田，几经兴衰寺院面目被毁，明清
两代虽屡有修复却难见当年雄风。

据介绍，超化寺的保护和修缮工作正在紧
锣密鼓进行中, 首先是对残、漏的现有设施进行
了保护性抢修，目前正在兴建的大雄宝殿重建
在超化寺的上寺原址上，高约24.5米，长约39.6
米，宽约26.6米，共计1053.36平方米，可同时容
纳 1250 人念经坐禅，预计国庆节前后即可建
成。

据悉，超化寺保护开发, 尚还需要修建超化
寺大门、山门、钟鼓楼、通天阁等48处建筑，其中
标志性建筑通天阁，高60米，阁内计划安放48米
高阿弥陀佛佛像，工程总预算将超过1亿元。

温情执法创造和谐环境
在郑东新区 CBD，活跃着这样一支队

伍，安置拆迁户、清理小广告、清理违法占道
……几年来，他们用温情执法维护了东区的
优美环境。他们是金水区祭城路办事处的工
作人员，由于办事处地处新区，几年来，他们
默默地奉献在这片崛起的土地上。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祭城路办事处，33
岁的张龙是执法队伍中的“拼命三郎”，身兼
办事处副主任，主抓城管、环保和执法。“拆迁
工作就是要动足脑筋，说破嘴皮，用尽脚力，
我们没有其他的武器。”张龙说，“每天醒来，
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和谁去聊，聊什么，他
还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

目前，张龙和他的团队一共 30 多个人，
负责贾岗村 1000 多户安置任务。2008 年 5
月，张龙在入户调查中了解到邢二明一家十
分困难，妻子住监狱，儿子脑瘫，还有卧床在
家的老母亲，生活十分困难。办事处工作人
员连夜商量安置方案，为邢家解决了安置房，
并定期去探望他们。

不久前，在做一户被拆迁户工作时，由于
被拆迁户抵触情绪比较大，张龙和同事先后
去了 7次，都被拒之门外，但他们没有气馁，
始终坚信一点，就是只要有耐心和决心，就一
定能做好工作。每天下班后他仍坚持去，功
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他第8次登门时，拆迁

户开门同意谈评估事项。
“只要心中装着被拆迁户的利益，再难的

事也会变容易。”张龙说，自从他们一起分担
这个任务，就把辖区群众当成了自家人，温情
才能打动人，虽然累点，看到居民们幸福安居
他就很欣慰。

“每天起来，看着蓝天白云，高楼大厦，东
区的空气真好。”张龙感叹道，他告诉记者，城
管执法任务很重，在他的眼中根本没有假期。

在城市管理中，一些游散摊点和经营户
常与城管执法人员打“游击战”，你来我跑，你
走我来，有时还向执法人员动手，甚至暴力抗
法。张龙坦言必须换位思考，用爱心去管理

游散摊点。
在认真探索“主干道严禁、次干道严控、

背街小巷规范管理”的城管模式的基础上，他
们选择一些不影响市民工作、休息的地方设
置疏导点，让游散摊点集中起来经营，形成一
个个小市场。那些长期在辖区内游散的经营
户在疏导点内统一货架，做到了定点定时经
营，人走地洁。这些措施不但缓解了工作人
员与管理相对人的矛盾，而且使这些游散、占
道、出店经营的业主对城管工作予以理解。

通过张龙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游散摊
点规矩了，新区的环境整洁了。

本报记者 王璇

在第十四个
“全国爱眼日”来
临之际，郑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眼科
专家走进社区开
展“关爱眼睛，关
爱明天”主题活
动。图为眼科专
家们为孩子们筛
查眼病，讲解用眼
卫生科普知识。
通讯员 陈燕 摄

人民调解
进驻法庭
本报讯（记者 张立）昨日上午，位于惠

济区花园口法庭的人民调解室揭牌，这是
我市首个设立于法庭的人民调解室，标志
着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结合的“双调”模式
在我市起步。

人民调解员分布于各个村庄、社区，今
后，在惠济区几个办事处的人民调解员将

“常驻”花园口法庭，轮流上岗，发挥他们与
当事人是“熟人”的优势，在法庭的指导下
为当事人调解纠纷。到花园口法庭打官司
的当事人，可到法庭内的人民调解工作室
接受调解。法庭在立案接待时可以将一些
未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案情简单、争
议不大的民事纠纷，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
后，进行诉前调解。

今年 3 月底，惠济区决定在全市率先
实施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对接联动机制。

昨日，二七区郑大社区民警来到郑大国际教育学院，组织印度、巴基斯坦两国的

留学生集中学习H1N1预防措施，手把手地演示预防方法。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见义勇为遭车祸
受助家属讲感人事迹

本报讯（记者 刘招）高速公路上车辆追
尾，面包车着火。紧急关头，7位村民奋不顾身
救出车主夫妇。在施救过程中，4人不幸遭遇
连环车祸，其中1人抢救无效当场死亡。昨日，
被救的车主夫妇托家人曹某来到本报，讲述了
4位见义勇为者的感人事迹。

曹某介绍，4月19日下午，郑石高速公路曲
梁乡曲梁村路段发生一起车辆追尾事故。听
到呼救声后，曲梁村东街组村民马中敏当即带
领马振亚、马振强、郑亚光、马峰、马涛和铁松
鹤等人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出事地点。到达
现场后，大家发现追尾的面包车已经着火，情
况危急，马中敏等人将面包车内的一对夫妇救
出，其余人员则迅速从路边找来泥土，扑救着
火车辆。可是正当马中敏等人把伤者往随后
赶到的 120救护车上抬时，一辆飞速行驶的轿
车开了过来，把马中敏、马振亚、马振强、郑亚
光 4 人撞倒在地。马中敏因伤势过重当场死
亡，其余3人被送往新密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

昨日下午，记者联系了受伤者家属。目
前，马振业昏迷 20天后成为植物人，马强因双
腿骨折仍在医院接受治疗，郑亚光因伤势较轻
出院回家进行康复。马中敏等人见义勇为的
事迹也迅速在当地传开。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新密市公安机关，肇事
者事发后逃逸，目前已经对其进行网上通缉。

自强小伙感动网友
本报讯（记者 王影）日前，本报报道的《残

疾小伙笑对人生》，引起众多网友关注，有不少
网友特意找到残疾小伙王伟买报纸，来献一分
爱心。

“自强自立的人，永远是一盏明灯。”“我一
定要到那儿买份报纸。”……“爱心帖”不断涌
现，网友倡议自发组织了一个公益活动——买
他一份报纸就足够，每人拿出1元钱。

昨日，烈日炎炎，记者再次来到王伟的报
摊，不少人正在光顾王伟的生意，一位、两位、
三位……截止到中午12时，报纸卖得也只剩下
不到一半。好强的王伟脸上露出了复杂的表
情，他默默地低下头整理手中的报纸，许久，他
抬头对记者说，替他谢谢这些好心人。

我有一个好邻居
本报记者 高凯

“对门的小夫妻俩把我当成了亲人，我现
在生活得一点也不孤独。”家住郑汴路 62岁的
刘香兰老人在老伴儿去世后一直独自生活，自
从对门搬来了好邻居方晓伟夫妇，她的生活彻
底被改变了，这对儿夫妻每天上门嘘寒问暖，
让她感觉生活很温暖。

其实，刘香兰结识方晓伟夫妇缘于刘香兰
在楼梯上滑到。今年 1月份，方晓伟夫妇忙着
搬家具来刘香兰对面居住，期间刘香兰下楼倒
垃圾时不小心在楼梯上滑到，夫妻二人看到
后，马上放下搬家的活儿将刘香兰送到医院。
此后，方晓伟夫妇在了解到刘香兰老伴儿去
世、唯一的女儿在外地生活后，夫妻二人就主
动上门照顾刘香兰的生活。

“真是远亲不如近邻，虽然我有亲戚在郑州
住，但他们却很少来看我，都是方晓伟夫妻俩上
门照顾我，要不我这一把‘老骨头’生活起来就
更难了。”刘香兰告诉记者，身体恢复正常后，她
主动上门感谢方晓伟夫妇，但被夫妻二人拒
绝。不过，谢意虽然被拒，但悉心的照顾却没停
下来，现在方晓伟夫妇依然上门照顾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