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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坊村有一条约3里长的街道
横贯东西，以这条街道为轴线，十余
处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就散落在两
边，灰砖厚墙，高大状阔，这些建筑
都是“前客厅，后楼院”的格局，看上
去古朴典雅，随处可见的砖雕、石
雕、木雕精美绝伦，形成了独特的历
史风貌。

油坊村 95%的人口都是秦姓。
据秦家家谱记载，他们的秦姓缘于
山东郓城，在明朝洪武年间，山东举
人秦景瑗到当时的河阴县任教谕，
落户现在的油坊村，随着历代生息，
便繁衍出了整个村庄的秦姓。

最有名的是秦氏家庙和通常称
为秦家大院的秦氏旧宅。

秦氏家庙，供奉着秦氏先祖
们。秦氏 21 世传人秦海松介绍，这
里原来也是一座住宅，后来家里出
了个“败家子”，小时候喜欢听“撕绫
罗摔细碗”，每每哭闹，只要听到这
些声音就破涕而笑。长大后，更是
吃喝嫖赌，经常站到房顶上用剪子
剪金箔，然后撒到空中，称作“放金
蝴蝶”。秦姓的这一脉很快败落，留
下的故事是代代相传、妇孺皆知，警
示人们“成由勤俭败有奢”这句至理
箴言。

家庙后院的正楼二层，地面由
青砖铺设而成，约 50 平方米，四周
摆放着青条石雕刻的秦氏家谱。
村里 70 岁的秦水法还记得，解放初
期，前院有两棵四五人才能合抱的
大柏树被伐去做船。“文革”中前院
成了大队部，原来的二门重建为过
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门
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
雷激”对联成为又一段历史的记
忆。这里作过乡政府、开过学校，
办过棉花加工厂，用来作家庙是

“文革”后期的事。
村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留

下传说最多的秦氏旧宅，是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秦氏旧宅修建于乾隆二
十四年（1759年），2011年10月起，荥

阳市花了200多万元进行修缮。
秦氏旧宅坐北朝南,两进院落

组成，按南北纵轴线对称布置房屋
和院落,宅院大门设于东南角，北高
南低,气势雄伟。前院由大门楼、左
右厢房、正房组成。最为壮观的是
后院，北、东、西各有一座三层楼房，
楼房之间贯通相连，不但建筑工艺
高，而且安全标准高，门窗后足有十
多厘米的门闩，穿在门框的石条
上。正楼房门还镶着铆钉密布的铁
皮，秦氏 18 世的传人秦景顺说这里
是老祖宗住的地方。

正楼有名“存扑堂”，一副对联刻
在外墙上：“创业备尝艰辛，守成甚勿
骄奢”，联想到秦氏家庙和秦氏家庙
以外的许多故事，让人唏嘘不已。

据传，油坊村秦姓家族兴起，归
功于一个叫秦川的后裔，他是明太
祖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周定王府上
的女婿。明朝土地非常集中，秦家
依靠着官方关系，通过聚敛土地迅
速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秦府
的生意遍及全国各地，尤其是河南
到北京，沿线都有秦姓自家的商铺，
曾有“马行千里，不吃别家草，日行
千里，不走别家路”之说。

20世纪 20年代，后院的主人叫
秦和尚，30年代卖于天主教会，期间
曾办过教会私塾学校，1944 年秋至
1945 年春，中共在此建立地下联络
站，以加强嵩山抗日军分区与太行
山革命根据地的联系，联络站曾护
送过中共许多重要党政领导和工作
人员安全渡过黄河。80 年代，这里
还作过天主教堂。

秦景顺介绍，大院大门的一对
门墩儿，晴时干燥，阴天潮湿，雨天
还会渗出水珠，叫做五花晴雨石。
大院里一棵距今 270 多年的极品腊
梅树，虽然屡次被砍，仍然顽强地活
了下来，每年春节前后都会满树盛
开梅花，花期长达两个多月，大半个
村子都能闻到浓郁的清香。而院内
关于苌家拳鼻祖苌乃周“断三留一”
的传说、“中原第一园门”的美誉，更
增添了秦氏旧宅的魅力。

出入秦氏旧宅的道路很小，而
据了解，油坊村已被列入城镇化建
设项目，过不了多久村民就要搬到
新型农村社区。荥阳有计划，统一
整修、恢复村里的古建筑，也许在不
远的将来，古老的油坊村将带给人
新的惊喜。

岁月留痕
——走进荥阳市油坊村

本报记者 赵新蛟史治国 通讯员 孙国强王书杰 文/图

传统村落被认为是物质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的产物，是我
国 5000 年以农耕文化为主导传
统文明不断演进的重要载体，随
着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突飞
猛进，传统村落的保护成为一个
重要的课题。日前，经省住建厅、
省文化厅、省财政厅联合认定，我
市12个村入选河南省传统村落，
这些村落或以古建筑遗存有特
点，或因传统文化传承为特色。
站在历史和未来的结点，记者采
写了一组“品味传统村落”的稿
件，引领读者感受典型村落的魅
力，呼唤更多人对保护传统村落
的关注，并自觉加入这一行列。

村以人显，如荥阳市高村乡西北
的油坊村。

200 多年前，秦氏家族空前繁
盛，成就了一个村子的辉煌，成为豫
商的又一个典范。200多年后，保留
至今的十余栋古建筑还在述说着世
事沧桑，接受今人的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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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王世
康 赵晓灿 文/图）刚一走近周老师简
朴的瓦房院落中，就听到“王师北定中
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琅琅读书
声。22 个荥阳张村庙的留守儿童，整
齐地坐在周老师自己做的松木桌前，
跟着周老师诵读一块简易木黑板上书
写的陆游诗《示儿》（如图）。

周国政老师今年 60 多岁，原来是
荥阳张村庙小学的代课老师，共产党
员，如今已退休在家。这位为孩子们奉
献一生的老教师本该含饴弄孙，颐养天
伦，可看到一些家庭中父母打工在外，
爷爷奶奶夏收秋忙无心照看孩子时，他
满怀热情地向村里提出从7月至8月照
看这些孩子。

他告诉记者：“这样充实了生活，
也发挥余热；既答谢父老乡亲的深情
厚爱，又能与孩子们在一起，我感到非
常开心。”

据了解，周国政老师照看的 22 名
孩子中，有的刚刚上学，有的已快小学
毕业。周老师每天上午8点到11点，下
午3点半到6点都把孩子们叫到他的家
中，教他们弟子规等一些常识性的东
西，还和他们一起做游戏。

退休教师义务
照看留守儿童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
员 徐亮）连日来，在中牟县城乡
的大街小巷、街区楼院，到处可以
看到佩戴胸卡的管理队伍。他们
就是中牟县工商部门从基层优秀
群众中选拔出来的“工商网格协
管员”。

这一“特色”经验做法，得到
中牟县委领导、县长效办的高度
评价和充分肯定，并在全县普遍
推广。去年9月，中牟县工商局
针对非法经营领域问题不能全
天候及时发现处理的情况，在企
业商户、村组干部、社区楼院长
中选拔出 760名群众“工商网格
协管员”，依托他们在日常生活

中发现并制止非法经营行为，以
延伸工商管理触角，加强基层日
常监管力量。

全县 301 个二级网格设立
“协管小组”，下沉网格员负责
“传、帮、带”及辅导管理；10个工
商所定期集中组织专业知识、业
务技能培训，实行“红、黄、黑”绩
效月考评、季考核制度；对发现举
报违法案件有功者，给予激励奖，
年终以德、能、勤、绩予以表彰奖
励。去年以来，中牟县工商局仅
协管员发现上报非法经营领域问
题并及时得到处置解决的达274
起，经发现举报并被及时查处的
经济违法案件151起。

中牟工商选拔760名网格协管员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马宝记 魏秋珍）对收费许可证
进行年审是从源头上遏制乱收
费的重要手段。为搞好这项工
作，新密市物价局从 3 月份开
始，即对该市行政事业性收费和
经营性收费集中进行年度审验，
近日全部审验完毕。

据了解，该局共审验收费
许可证 161 个，其中行政事业

性收费许可证 85 个，涉及 24 个
部门，84个收费项目，收费金额
16804 万元；经营服务性收费许
可证 76 个，涉及 76 个单位，20
个收费项目，收费金额 42171万
元。通过年审，注销收费许可
证 5 个，取消收费项目 2 个，暂
停收费项目 2 个，降低收费标
准 1 个，每年可减轻企业负担
321万元。

新密市减免收费项目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
员 宋丹）昨日，记者从巩义市了
解到，7 月 20日至 28日，巩义康
百万庄园第八届葡萄节将如期
拉开帷幕，游客可前往庄园品
300年的葡萄佳果。

位于巩义市康百万庄园主
宅区院落中的两棵藏葡萄树，均
植于清朝乾隆年间，距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一似龙，一似
凤，被称为“龙凤呈祥”。两棵葡
萄树均为新疆品种，虽然历经数
百年风雨沧桑，但依然长势良
好，每年的7月中下旬都会硕果
累累挂满枝头。

据了解，葡萄节期间，康百

万庄园将开展“尝百年藏葡萄
品自酿葡萄酒”、“300 余年马奶
葡萄 限量出售”、“门票幸运抽
奖”、“优惠采摘乐翻天”、“百年
葡萄苗拍卖”等活动。

据悉，为了打造 300 年的
葡 萄 树 文 化 ，康 百 万 庄 园 今
年专门修建了近百米长的葡
萄 长 廊 ，并 精 心 培 育 了 数 十
棵 珍 贵 葡 萄 苗 。 与 此 同 时 ，
康百万庄园还联合汇鑫农业
示 范 园 、庄 头 百 万 善 果 基 地
和 康 北 百 万 善 果 基 地 ，共 同
培 育 葡 萄 苗 数 千 棵 ，为 下 一
步延伸发展酿制康百万庄园
葡萄酒打下基础。

康百万庄园葡萄节本周末举行

本报讯（记者覃岩峰通讯员
李玮涛赵卫卫文/图）昨日上午，
一只又累又饿的小白鹭坠落在巩
义河滩，被好心村民捡到后，交由
巩义市森林公安局将其放生。

上午 9时，巩义市米河镇米
南村9组村民马某报案称，其在
河边散步时捡到一只白色禽类
野生动物。接警后，巩义市森林
公安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将这只
白色禽类带回，经林业工程师鉴
定，该禽类为省级重点保护动物
——白鹭。经仔细检查小白鹭
身体状况良好，并未受伤，可能
是因为在迁徙中饥饿、劳累等原
因，坠落在河滩上。随后，民警
再给这只白鹭喂了水和食物后，
将其带到石河道公园中放生。

图为森林公安民警检查白
鹭是否受伤。

又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巴

明星）昨日，记者从新郑了解到，
该市市民唐永杰在回家途中救
起受惊白鹭，后在当地动物保护
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将受惊
白鹭放生。

7 月 9 日，唐永杰外出就餐
回家途中，在新郑市新建路中段
发现一只无法飞行的白鸟。因
不常见到该鸟，唐永杰拨打 110
说明情况，并成功联系到新郑市
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
员。经过工作人员认定，该鸟为
白鹭，是一只幼鸟，属省级重点
保护动物。之后，工作人员将白
鹭带到位于该市新村镇的野生
动物保护临时救助站进行救
治。在工作人员的精心调养下，
白鹭的身体很快恢复健康，并能
够正常觅食。鉴于白鹭已恢复
野外生存能力，昨日该白鹭被带
到新郑市轩辕湖湿地公园放生。

巩义新郑两地义救白鹭

本 报 讯（记 者 高凯 通 讯 员
左世友 万冬霞）退休人员发挥余
热，调解欲对簿公堂的双方当事
人，化干戈为玉帛。近日，记者从
新郑法院了解到，该院组织退休
人员参与诉前调解，不仅减轻了
法院的工作压力，也为化解群众
之间矛盾纠纷、避免“小事变大”
开出了一剂良方。

因为地边纠纷，居民高某将陈
某告到了法院。因案件处于萌芽
状态，该院便把案子先转给以退休
干部身份加入的调解员付文涛。
此后，付文涛辗转多处对双方进行
调解。了解到双方都想在法庭上
争取利益，付文涛有针对性地做工
作，他引经据典、以理服人，在付文
涛的主持下，高某和陈某达成协商
意见，地边纠纷得以成功化解。付
文涛说：“老了能发挥余热，为社会
和谐做出点努力，值得。另一方
面，百姓给百姓调解案子，群众更
容易接受错。”

据了解，法院退休人员加入调
解员行列的做法，虽然只有几个月
的时间，但很受群众欢迎，并有效解
决各类纠纷20多起。

法官退了休
转身做民调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张延超 刘象乾）记者从新郑市
了解到，新郑市日前启动文明单
位结对子帮扶农村工作，并对各
级文明单位结对帮扶农村精神
文明创建工作进行部署。

帮扶工作主要任务包括开展
卫生知识教育、“清洁家园行动”，
亮化美化村容村貌活动；开展政
策法律、科技文化、道德规范、文
明礼仪、健康卫生等知识培训；帮
助农村培训文艺骨干，组织开展
各种文体活动，送图书、送文艺演
出、送文体器材下乡；开展关爱留
守儿童、空巢老人、残疾人等活

动；帮助开展文明村、文明卫生
户、好媳妇、好婆婆、好妯娌等。

截至目前，省委组织部、省
科技厅、民建河南省委、省知识
产权局与城关乡敬楼村结成帮
扶对子；郑州市区内51家全国、
省、郑州市级文明单位与新郑
14 个乡镇（街道、管委会）的 38
个村（社区）和 5 个学校少年宫
结成帮扶对子；新郑市45家省、
市级文明单位与 15 个乡镇（街
道、管委会）的 45 个村（社区）、
17 个学校少年宫结成帮扶对
子。一系列不同形式的帮扶活
动将陆续展开。

新郑文明单位结对子帮扶农村

十余处明清古建筑散落在油坊村街道两边。

哪怕是檐角，也尽显美观的设计。 秦氏旧宅凸显了中国古代建筑的风韵。

美丽人生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