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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传说故事

故里名人

祖国赞歌
您是历史书里饱经风霜的苦难
您是地图册中一条条美丽的江河
您是语文课本里五千年的灿烂文化
……
儿时，从红领巾里读到您，抚着鲜

红的轻纱，霎时间，仿佛回到了旌旗猎
猎、万山红遍的革命年代，哪个少年不
热血沸腾，激情澎湃？仿佛触摸到您
跳动的心脏，因为，我们血脉相连。

学生时代，多少次在晨风中亲手
将五星红旗飘扬在头顶，责任和力量
荡漾在心头！当我们齐声喊出“时刻
准备着，为祖国服务”的时候，祖国不
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符号。
虽然，我们不必再用自己的热血写下
救国的历史，不必再用自己的身躯筑
成钢铁般的长城，不必再用自己的生
命唱出爱国的心声。但，历史静静地
立在那里，如一面明镜，映射过去，注
视现在，影响未来。我们何其有幸见
证了祖国母亲的日新月异、屡创辉煌，
也争当猛龙雄狮，以饱满的热情和充
分的自信，积极参与到祖国母亲未来
的建设中。

再过几天，我们即将迎来伟大祖
国的 62华诞。62年前,拥有五千年灿
烂文明的古老国家获得了新的生命
力。62 年的风雨中，不断崛起的中
华巨龙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改革
开放，港澳回归，神舟飞天，奥运梦
圆……展示了中国一个个前进的步
伐。

回想着曾经的峥嵘岁月，感受着
今天的幸福生活，很想为我们的祖国
唱一首十月赞歌。那十月赞歌,是从
守卫在南沙群岛的海疆战士心中流露
出来的，是从中国南极长城考察站队
员挥动的红旗中飘扬出来的，是从农
民勤劳的手指间耕耘出来的，是从我
们辛勤的园丁们的笔尖上谱写出来
的，是从炎黄子孙炽热的心中涌动出
来的……

今天，我们庄严地站在这里，站在
红旗下，应该挺起胸膛，为祖国贡献自
己的力量。是时候了！这新中国成立
62 周年的时刻，这肩负起民族责任、
勇往直前的时刻，到了！红旗依旧飘
扬在天际，国歌仍然回荡在心中，连接
着我们的心与血液，与我们的灵魂融
为一体。

我们，准备好了，请祖国母亲见
证，接受祖国母亲检阅！ （尹建超）

其实，称杨巧云为戏迷并不准确。
早在 1947年，年仅 12岁的杨巧云便为生
计开始了自己的戏曲生涯；现在已经 77
岁的她，是新郑市豫剧团的退休职工。

“当时的条件差得很，哪有什么剧本
啊，就算有也没几个会识字的，所以学戏
基本上都是师傅口口相传的。”说起小时
候学戏的经历，杨巧云还是念念不忘。

“那个时候学戏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兵荒
马乱的也没有别的营生。记得那时，我
只学了3个月就开始上台演出了，别看时
间短，我已经背会了8个半的剧本了。背
不会也得背，要不就要挨师傅的板子。”

当问起哪场戏让她印象最为深刻
时，几乎都没有思考的时间，老人就说：

“1949年10月1日那场啊，就在现在的和
庄镇木梳李村，那天是他们村的庙会，我
们团就在村里给他们演戏。正演着，村
头喇叭上传出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的声音。”老人满脸红光
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当记者问起那个时期的演出条件
时，老人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苦，肯定很

苦。在民国的时候，‘戏子’就是一个被
人看不起的职业。不过我就是爱唱戏，
对此没有任何顾虑。建国以后，我们的
条件改善了很多！”

其实，新郑市豫剧团刚成立的时候，
剧团每个人的演出任务很重，杨巧云不
例外。当时，人们也没有什么娱乐项目，

除了听戏还是听戏，他们基本上都是一
天换一个地方演出。那个时候也没舞台
车，都是临时搭的土台子。尽管这样，杨
巧云还是乐此不疲。

1986年，杨巧云退休了，但老人并没
有闲下来，经常跟一些退休老人一起组
织成业余的小剧团去各个乡里演出，从
化妆到道具可都是一样不落。有一次，
他们演出的时候，有几个老人突然到后
台找到杨巧云，握着她的手就问：“你真
的是二花（杨巧云的小名）啊，我们从小
就听你的戏，没想到现在你还这么爱唱
戏！”面对突然出现的戏迷，杨巧云老人
也愣了：“我当时真的没想到我还会有戏
迷，而且还是和自己年纪相当的戏迷。
去村里给人家唱戏，不仅自己过了戏瘾，
也给别人带来了快乐。”

现在老人因为身体原因已经不能再
唱了，但是对于戏的那份情却烙在了老
人心里。从最初的生活所迫，到真正喜
爱这个行业，老人也不知什么时候自己
发生了这种转变，但有一点毫无疑问，那
就是老人与戏曲之间不可分离的感情。

具茨山登山步道
升级改造完工

杰出诗人白居易

炎黄和睦草
在新郑市具茨山的山坡上，到处

生长着这样一种草，春天，枝头开两
朵并蒂花，花败结两根一拃长的棒
角，像山羊的两个角样叉开着；秋天
长老了，棒角就自己拧在一起，薅也
薅不开。传说这象征着炎黄兄弟的亲
切、和睦。

相传，炎黄二帝是同父异母兄弟，
和睦相亲。自从他们的父亲少典死
后，兄弟间便失去了和睦。炎帝带一
些亲近部族离开有熊部落，到南方游
牧。南方有九黎族，首领叫蚩尤，很强
暴。蚩尤驱逐炎帝族，直追到黄河北
的涿鹿。炎帝不能战胜蚩尤，只得请
黄帝来救援。黄帝率兵与蚩尤在涿鹿
大战，擒杀了蚩尤。黄帝劝炎帝归顺，
炎帝不从，炎黄三战在阪权之野。后
来，黄帝看着一时也难分胜负，就派太
乙氏去劝说炎帝，自己率众回到了轩
辕丘。

一天，黄帝正在具茨山避暑，忽报
风后上山来见黄帝。风后说他昨天夜
里做了一个梦，梦见炎帝率众到具茨
山，来言和归顺。黄帝听罢，长出一口
气：“唉！也不能强人所难啊，我本想
同他言归于好，联盟结邦，消除部族之
间的侵扰征伐，过几天太平日子。”正
在这时，太乙氏一路风尘，劝说炎帝，
炎帝终于看清了情势，答应炎黄和睦，
永结友好。

黄帝、风后听得炎帝归来的消息，
都喜不自胜。黄帝即命风后下山准备
迎接事宜，并叫太乙氏去请来了常先、
力牧、女魃等大将，亲自率众到黄河边
去迎接。兄弟二人久别重逢，分外亲
热。他们携手登上邙山山顶，接受众
臣朝贺。

炎黄二帝携手登上具茨山，回首
东望，一下子看到了他们的父亲少典
的坟墓。件件往事涌上心头，二人都
悔愧当初兄弟间不应失去和睦。兄弟
俩声泪俱下，抱头痛哭在一起，泪水滴
湿了脚下的泥土。

二帝回避暑洞后，一只山雀从这
里飞过，看见了那片泪湿的泥土，就衔
来一粒种子种下。第二年春，种子萌
发，长出一棵草来，枝头开两朵并蒂
花，花败结两根羊角样的棒角，秋天棒
角老了，就自己拧在一起。慢慢地，这
种草长满了具茨山。具茨山上的人都
管这种草叫“炎黄和睦草”。

本报记者 王吉吉 高凯 整理

老戏迷杨巧云
本报记者 李佳浩 通讯员 张 惠

白居易9岁通声律，10岁能解所读，12岁避战
乱离家，游学苏北、江南。公元 800年中进士第四
名，补校书郎，后为翰林院学士，任左拾遗，为谏
官。授官后，尽忠职守，本着“唯歌生民病，愿得天
子知”的目的，反映人民疾苦，进谏皇帝。他写了大
量反映人民生活苦难的讽喻诗，如《秦中吟》10首、

《新乐府》50首等。
他为官廉洁爱民，不畏权贵，敢于讽谏。公元

825年，任杭州刺史时，他曾率州民筑西湖大堤，蓄
水灌溉田地千余顷，开凿六眼水井，解决了百姓饮
水问题。公元827年春，白居易升刑部尚书。因深
恶官场党派之争，仕途艰险，遂辞官退居洛阳香山，
植树养花，自称香山居士。

白居易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他的诗歌。他是唐
代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杰出代表。他继承并发
展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将杜甫所写的新体乐
府诗加以归纳，并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形成了一
套新的完整的诗歌理论，为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巨
大贡献。其理论内容主要有：一是诗歌必须为社会
服务，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

“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
作”；二是强调诗歌的教育作用；三是发挥诗歌的社
会作用。

白居易为文精切，尤工于诗。他积极提倡新乐
府运动，反对空虚无聊之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
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
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诗歌多同情劳苦大众，揭
露当时统治阶级的黑暗和人民生活的痛苦。他的
作品，语言通俗易懂，相传老妪也能听懂。他的《与
元九书》是他诗论的纲领，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
重要文献。他自叙说：“关美刺者，谓之讽喻；咏性
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他为杂
律。”早期所作讽喻诗如《秦中吟》、《卖炭翁》等，直
指当时政治上的黑暗现象与人民生活的痛苦。他
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更是知名于世。
其中《琵琶行》中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
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较为有
名。初与元稹友好，与之齐名，世称“元白”。晚年
与刘禹锡相唱和，人称“刘白”。文宗太和元年（827
年），他由江南返回洛阳，道经童年时代的故里新
郑，怀念殊深，曾作《经溱渭》：“落日驻行骑，沈吟怀
古情。郑风变已尽，溱渭至今清。不见士与女，亦
无芍药名。”著有《长庆集》71卷、《白氏六帖》30卷。

白居易是唐代写诗最多的诗人，现存 3000 多
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讽喻诗，有揭露时弊的，
有反映劳动人民疾苦、鞭挞统治者残暴的，有反映
妇女屈辱的……他与李白、杜甫为我国古代诗坛最
璀璨的三颗巨星，今河南新郑市城关乡东郭寺有

“白居易故里”纪念碑，辛店镇有白氏祠堂。
本报记者 边艳 高凯 整理

本报讯（记者 赵丹 李伟彬 高凯 通讯
员 刘慧平 陈兆阳 文/图）为进一步发展旅
游业、弘扬黄帝文化、整合具茨山旅游资源、
提升具茨山景区品位，新郑市投资 800万元
对陈旧的具茨山登山步道进行了升级改
造。截至目前，该步道已升级改造完成。10
月1日将正式对游人开放。

具茨山登山步道升级改造工程是新郑
市2011年“十件实事”之一，从开工建设至今
历时 8个月，全长 3200米，台阶全部用青石
材料铺就。全段步道因地制宜，采用不同施
工工艺进行建设，达到了美观、协调、坚固、
朴实统一的效果，不仅美化了环境，而且有
效地保障了游客的人身安全。步道还统一
安装了森林防火系统，对保护森林资源、人
工绿化成果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登山步道升级改造工程开工建设以来，
该市领导多次到现场察看、指导工作，督促
进度，严查质量；具茨山管委会高度重视，每
周二召开各标段工作例会，反映情况，解决
问题。

“具茨山生态型登山步道的升级改造建
设，将会进一步提升具茨山景区的品位，让
游客可玩、可游、可赏、可憩。”新郑市具茨山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项工程也将
会更大限度提高景区对广大游客的安全保
障能力。

白 居 易（公 元
772 年～846 年），字
乐天，号香山。祖籍
太原，祖父任巩县县
令时，喜新郑风土，
徙新郑城西东郭宅
（今新郑市城关乡东
郭寺村）。

时下正是红枣成熟的季节，周末，
秋高气爽、云淡风轻，记者来到位于新
郑市孟庄镇栗园史村的枣园，与游客
一同感受枣乡风情、宜人秋色。

新郑是著名的“红枣之乡”，很早
就流传有“枣乡美景关不住，引得玉皇
下凡来”这一关于“玉皇观枣台”的美
丽传说。远远望去，枣林就像一片绿
色的海洋，树木葱葱茏茏，密密层层的
枝叶挡住了游客的视线。走进枣林，
树上挂着一颗颗晶莹透亮的红枣，有
的红似玛瑙，有的青似宝石，成群结队
的游人徜徉于枣园，或摘枣、或欣赏枣
园美景，尽享和谐优美的田园风光。

“趁着周末，带一家老小出来转

转，感觉特放松。这儿风景好、环境
好、空气好，让人不由得心情也非常
好！”开封的游客高先生面对记者连声
说好。

“外地来的游客特别多，像新乡、
焦作、洛阳、开封这些地方，都是组团
过来的。他们在园里随便吃枣、随意
采摘，玩得可开心！”枣园的负责人马
福臣告诉记者。老马两口子是栗园
史村人，他们在村里承包了一百多亩
地，园里除了主要种植的冬枣、鸡心
枣，还有灰枣、辣椒枣、柿子树、杏
树、花生、红薯、毛豆等农产品。开
园近 20 天的时间，已经接待了三四
千名游客。如到国庆节期间，游客可

能会更多。
“新郑的红枣的确名不虚传，肉厚

核小，脆甜爽口！”焦作游客刘女士品
尝着鲜枣赞不绝口。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带给人丰收的
喜悦。万物成熟,累累 硕果,让人不禁
喜上眉梢,乐在心头。青脆的红枣缀满
树，橘红的柿子挂枝头,金黄的玉米堆
满院,鲜红的辣椒挂窗前，处处洋溢着
丰收的景象。

“虽然前一段时间下了连阴雨，
但是对冬枣影响不大，我们今年的
经济效益还行，收入个八九万不成
问题！”说到今年的收入，老马信心
满怀。

（上接第一版）

聚合力，从以城为本到以人为本
机遇是生命，创新是动力，规范则是保障。农

民怕什么？最怕拆了建、建了拆，折腾。单县决策者
在规范中创新，创新中规范。按照“聚集人口适度，
服务半径合理，资源配置有效，功能社区管理”的思
路，坚持先规划后建设，杜绝低水平重建，编制了城
乡发展、县域村镇体系等专项规划，构建城乡一体的
规划体系，形成了“县城—小城镇—新型社区”的梯
次发展框架。

无规矩不成方圆，老百姓讲究钉是钉、铆是
铆。据此，单县探索了“五四三二一”的工作方法。

“五”即五个统一，统一村庄规划，统一户型设计，统
一拆迁补偿，统一安排宅基，统一设施配套。“四”即
四个一样，同一拆迁类型、等级的补偿标准一样；党
员干部和群众一样；家族成员多的户和少的户一样；
经济条件好的与差的户一样。“三”即三项公示，对改
造方案、拆迁补偿和安置情况进行公示。“二”即两次
签字，对改造方案是否同意签字；对拆迁、补偿和安
置是否同意签字。“一”即一个带头，要求所有党员、
干部必须带头拆迁、带头建设，为广大群众作出表
率。

单县注重“以城为本”向“以人为本”的回归，统
一拆迁与群众自主拆迁相结合，即党员干部带头拆
迁，群众自主拆迁，部分鳏寡孤独户由村集体进行统
一拆迁。统一建设与群众自主建设相结合，即小城
镇集聚型和城中村融合型实行市场化运作，由开发
商统一规划建设；空心村改造型和重点村培育型在
统一建设标准的基础上，由群众自主建设。

同时，该县还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坚持尊
重民意，阳光操作，从改造方案、规划设计、评估丈
量、拆迁补偿、施工监管等每个环节都由村民代表全
程参与，充分尊重和保证了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
权。高韦庄镇大徐庄村在新村拆迁建设中，先后召
开了 30多次群众代表会，统一了思想认识，村民积
极参与，主动拆迁，2个月完成700余户拆迁任务。

善弈者谋势。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关键在
于政府引导，核心在于发展经济，本质在于惠及民
生。如今，单县城乡一体的脚步正向更宽领域迈进:
工农融合方面,引导工商企业和城市经济进入农业、
农村,整合企业和农村资源；产业融合方面,促进农
业与工业、旅游服务业融合发展,催生新型业态。区
域之间、工农之间和产业之间相互渗透、优势互补,
单县人的安居与乐业名副其实。

秋
醉
枣
林

本
报
记
者

赵
地

李
伟
彬

文/

图

走马单县看新型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