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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大金店镇转盘向东，即是
老街村的村西口，当地人称“三里长
街”。

老街地处颍河谷地，土地肥沃、物
产丰富、交通便利，所以，自古以来就
是通往汝州、伊川、登封城、禹州的交
通枢纽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北宋明
道元年（1032 年）九月，欧阳修、谢绛、
尹洙、杨愈、王复同游嵩山。后来，任
河南府通判的谢绛写成《游嵩山寄梅
殿丞书》一文，就写到几人停留大金店
的事情：“申刻，出登封西门，道颍阳，
宿金店。”

明清至民国时期，是登封地区最
大的集镇之一，甚至被冠以登封县十
大集镇之首，有“小洛阳”、“小上海”美
誉。《登封工商志》记载“登封县建国前
十大集镇商行分布情况”：民国时期大
金店有坐商（有门面、有店员的商户）
87户，其中，全县比较有名的商行共有
125家，大金店街就有 29家，远远超过
排在第二的大冶排在第三的城关。

仲夏的中午，炙热的阳光夹杂着
蝉鸣，狭长的街道空无一人，两侧老商
铺、老民居鳞次栉比，明清时期的建筑
风格仍然依稀可辨，可斑驳的灰瓦红
墙却仿佛隔绝了远处市镇的喧闹，如
今的老街已是繁华不在。

今年 63 岁的罗铁怀，就住在老街
上，他的老房子是 20 多年前花几千块
钱买的，建于什么年代，他自己也说不
上来，坐在门口，慢悠悠地点燃一根
烟：“这条街上能说清楚的也没有，最
少也得200多年吧。”

谈起老街的往昔，老罗一下子有
了精神，语气里也有了一丝激动：“50
多年前，我上的小学就在离俺家几百
米的南岳庙内。那时候南岳庙大门外
附近正是集镇的中心。每到中午放
学，出校门后再想走得快些根本不可
能——赶会的人太多了！”人山人海，
摩肩接踵，罗铁怀只能顺着赶会的人
不由自主地往家的方向钻。

每到农历初一、十五的集、会日，
临近各县周围各乡的百姓、商贾、民间
艺人都要大包小包地来大金店老街赶
会。有的来进行粮油、蔬菜、牲畜、铁
器、瓷器、服装鞋帽、针线、药材等商品
交易，有的靠表演硬气功、玩魔术、下
象棋江湖牌局等江湖行当骗些钱财。
春节前的集市，年货物品异常丰富，热
闹空前。

罗铁怀打小练得一手好字，街坊
四邻里颇有名气，从 30 岁开始就在
老街上给人写春联，“现在不中喽，
过年来求写对联的人也不多了，印刷
品的冲击太大，但我还是不想丢下这
门手艺。”

老街正中心有一座南岳庙，原来
南岳庙前有大门，内塑四大天王神像，
东西有掖门，院内有大小月台，正殿三
踩头拱广三间，深三架，歇山式建筑，
灰色筒瓦盖顶，四面墙上绘有壁画，中
有崔府君和四将军泥塑像，殿前有千
斤大铁钟一中，碑碣十余通，后院有天
爷庙、灶君殿、龙王庙和老君庙、义勇
祠。

据记载，南宋时金兀术亲率大军，

横冲直闯来到嵩山脚下，仰望连绵起
伏的箕山摇首兴叹，欲占尽天下五岳
的野心终究没能实现。只好在大金店
中街府君庙的基础上，修建了南岳庙，
名谓“位配南岳”，寄托占尽天下五岳
意愿。今年5月份，南岳庙被国务院列
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登封文化学者王占敏介绍，早在
100 多年前，这条老街，南侧有崔家
拐、南拐；北侧有北拐、庙拐、常家
拐。由黄土夯筑的寨墙高而厚，四周
有城门，城门上方嵌有刻着“负黍镇”
字样的青石匾额。同治二年（1863

年），捻军张宗禹驻扎大金店，与清军
张曜、敖天印交战，金店里正王太山
督领 52 村村民筑建了大金店寨，防御
兵灾和土匪抢劫，可惜早已被毁。登
封市有关部门已经表示，将尽快制定
方案抢救老街。

一座座古老的房屋，一扇扇残旧
的大门……老街两旁依然有轧花、木
工维修、老字号登封烧饼等百年老
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
同。夕阳西下，老街的故事已然镌刻
在这里的一砖一瓦上，如一杯老酒、一
首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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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上的居民很享受悠闲时光。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李飞）眼下正
值葡萄上市季节，不少市民都想体验一把自己
采摘的乐趣。近日，位于高村乡刘沟村黄河滩
区的有机葡萄采摘园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游
客前来采摘。

葡萄采摘园南依邙岭，北临黄河。从连霍
高速荥阳下站口往北 10 公里到达河阴石榴之
乡——高村乡刘沟村，沿刘沟下滩公路行走1.5
公里即到。

据了解，该有机葡萄品种是从中国农科院
引进的葡萄新品种，目前在河南独一无二。品
种的特点是甜度高，口感细腻，成熟后能挂在树
上 30~50 天，不裂果、不落粒、不变软。在葡萄
生长期间不使用农药和化肥，全部使用有机肥
料，讲求全程生态化、无害化。目前葡萄种植面
积达300余亩，年产有机葡萄30多万斤。

“以前的胡家坡山只是一片大
荒坡，现在有 7000 余棵绿树迎风
挺立。”听说要采访曹土改老人，
鲁庄镇里河村支部书记曹轻合开
门见山介绍老人的事迹。在曹轻
合的记忆里，曾经的胡家坡山只是
一片大荒坡。

1980 年，曹土改从部队退伍
回到家乡后，先后担任过村里的

生产队长、村委主任、鲁庄煤矿矿
长、支部书记等，不论在哪，他总
是把植树造林当成首要任务。为
了绿化荒山，老曹几经坎坷，先是
在山沟栽种杨柳，又在山根种植
泡桐。满是石头的山坡，种植的
树木难以存活，他就联系林业局
专家来指导，在山坡上种起了侧
柏。曹土改说，为了改变生态，他
和村民们硬是用洋镐在石头上刨
出 200 多个半米方圆的石坑，石坑
用青草填充，然后埋土,再把柏树
种在上面，用这种方法，200 多棵
柏树全部成活。

植树造林让胡家坡添了绿色，
有了生机，但对于里河村人来说，
这些还远远不够。

在鲁庄镇党委委员杨青琴眼
里，曹土改是创业干事方面典型的

“拼命三郎”。“生态林在老曹的坚

守中变成了现实，但他又寻思起如
何带领村民致富了。”里河村里地
少山多，降雨稀少，依靠传统种植
很难富裕，2003年，老曹请教专家、
学习嫁接，开始种植核桃。

到了2006年，老曹的核桃树结
了果，卖了好价钱。村民看到希望，
都来拜师学艺。对于来学习核桃种
植技术的村民，老曹分文不收，倾囊
传授，并且每年都到附近的村庄为
村民义务进行指导。在曹土改等人
的带领下，至 2012 年底，鲁庄镇已
种植核桃树7000余亩，每亩核桃使
果农获利2000元以上。

“不仅要种核桃，以后还要种
植杏、苹果等经济苗木，要让山上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曹土改说，他
的目标是要在 70 岁前，和里河村
的村民一起努力，让大家的收入再
多翻几番。

胡家坡的绿色变迁
——记开荒造林30年不辍的巩义农民曹土改

本报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赵培 文/图

专家向记者讲述老街上南岳庙的历史。

微电影《“谜”恋新郑》开机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高 沛）记者昨

日从有关部门获悉，由新郑市政府主办、新郑市
旅游和文物局承办、新郑红枣协会等协办的“黄
帝故里·郑韩故城·红枣之乡”新郑优秀微电影
剧本颁奖典礼暨微电影《“谜”恋新郑》开机仪式
日前在郑举行。

据了解，新郑优秀微电影剧本征集活动自
4 月初征稿以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微电影爱
好者发来的剧本稿件 200 余篇，经过专家们多
轮认真评审，最终产生优秀剧本提名奖 15 个，
优秀剧本创作奖5个，最佳剧本创作奖1个。颁
奖典礼上，本次大赛组委会为获奖者颁发了奖
金。结合选出来的最佳剧本和专家们综合评审
意见，最终决定将拍摄微电影的名称定为《“谜”
恋新郑》。

据悉，这部旅游微电影，将在剧情中融合新
郑的人文美景、美食小吃、历史名人等多种元
素，打破景区传统的“说教式”、“灌输式”的形象
展示手法，以故事和文化为背景，讲述一个关于
婚姻和真爱的故事，将新郑丰富的城市旅游元
素、厚重的人文历史资源巧妙地植入到精彩的
故事情节当中。该片预计在9月初播出。

刘沟村的葡萄熟了

“七山一水两分田”是
巩义地形的真实写照，因为
山多，一代又一代的巩义人
开山造林，种植经济作物寻
找致富之路。日前，记者到
巩义鲁庄镇采访，寻找一名
年过六旬依然痴迷“植树造
林”，三十年来带领乡邻增
收的老者的点滴故事……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晓阳 红斌）昨日，记者从登封了解
到：即日起，该市大冶镇将为该镇
2500 余名党员“洗澡”——通过征
求群众意见，民主评议等 10 个环
节，对党员作出给予登记、不予登记
和暂缓登记决议，旨在激励党员自
觉履行义务和确保党员先进性。

大冶镇坚持以服务型党组织建
设为着力点，在推进服务型党组织
建设中不断拓宽领域、创新载体、完
善制度，着力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整
体服务能力和水平。

该镇建立班子成员联系点制

度，坚持落实村干部轮值服务、周二
村委主任接访、周五书记接访和周
六集中办公日等服务群众制度，集
中解决突出问题，化解矛盾纠纷。
同时把村级活动场所作为凝聚党
心、振奋民心的重要阵地，接受群众
来电来访咨询，为群众提供计生、民
政、劳保、农业综合服务等7类48项
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代办服务。

2013 年，以党员干部现代远程
教育为依托，持续加大群众培训力
度，提供致富项目、法律法规、优惠
政策等信息，共举办培训200余场，
参训党员干部群众1万余人次。

积极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登封大冶镇为2500名党员“洗澡”

本报讯（记者覃岩峰通讯员郭
建彬于俊霞）日前，记者巩义市获悉，
截至6月底，巩义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累计完成 15.6 亿元，占年初预算的
53.4％，比上年同期增长27.1％，圆满
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据悉，上半年，巩义市财税部门
采取以票管税、环节代扣、委托代征
等一系列加强征管的措施，加大税
收稽查和专项整治力度，车船税、土
地增值税、印花税等小税种共增收
1.9 亿 元 ，占 全 市 增 收 总 额 的 近

60％；推广应用新非税收入征管系
统，先后开展多次稽查活动，催缴非
税收入5200多万元，截止到6月底，
全市非税收入同比增长 39.1％，其
中，巩义市地税累计组织入库国内
税收收入 91100 万元，同比增长
23.2%，增收 17143 万元；各镇办有
针对性地采取征管措施，全市共有
19个镇(街道)收入达到或超过序时
进度，其中新中镇、新华路街道、孝
义街道位居前三位，为全市顺利实
现“双过半”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巩义财政收入实现“双过半”
累计完成15.6亿元

7 月 16 日上午，新密市大隗镇
双楼村一处农田旁人头攒动，村民
们聚集在桌子前，好奇地观看着几
台仪器和玻璃试管、烧杯。李大爷
乐呵呵地说：“种了一辈子地，还是
头次听说土地肥力能测出来，知道
了俺那地肥力咋样，施啥肥、施多
少，就不会浪费了。”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经过农技人
员的紧张忙碌，十多份土壤样本检测
完毕。村民们一拥而上，争着看自家
土地的《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邮政
特聘农艺师魏国顺根据检测结果，顶
着烈日认真地向村民们讲解科学施
肥的相关知识，随后，针对村民们你
一言我一语的提问，农艺师都耐心地
一一解答，直到村民们满意离去。

为了助农、惠农，科学指导秋季
农作物种植，确保农户的增产增收，
7 月份以来，新密市邮政局组织高
级农艺师、专业农技人员及农肥生
产企业专家，选择重点乡镇开展农

田测土配方活动，奔赴田间地头采
集土样，为农户免费进行土壤肥力
检测，让农户了解土地的真实营养
状况，引导农民科学施肥、按需施
肥、精准施肥。

“测土配方就是将农田 20厘米
以下的土壤进行取样检测，主要检
测土壤的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
含量，从而分析得出科学的施肥数
量、施肥时期和施用方法，可以减少
农民在施肥上的盲目性，减少不合
理的偏施、滥施现象。”邮政农艺师
告诉记者。

测土配方仅是邮政部门向示范
方农户提供的众多惠农服务中的一
项，还统一提供全国知名厂家生产
的优质高效的农资产品，定期为农
户发送科学种田知识、病虫害防治
等信息，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组织
农技专家对农作物生产情况及农资
产品质量进行跟踪鉴定，确保农作
物实现增产增收。

农间搬来“实验室”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张鹏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田
金敬 文/图）“衣服脏了就脱下来，放
到洗衣机里自动洗一洗。”中牟县韩
寺镇敬老院81岁院民李新明抬着洗
衣机边走边告诉记者说。 昨日上
午，中牟县工商业联合会组织三家
企业举行捐赠仪式，向全县14个敬
老院各捐赠一台洗衣机。

在爱心捐赠仪式上，中牟县一
企业负责人张淑红代表三家企业来

到韩寺镇等14个敬老院进行看望慰
问，为老人们送去了食用油和西瓜，
并捐赠洗衣机一台。三家爱心企业
向14个敬老院捐赠洗衣机的同时，
还通过与会各乡镇负责人向全县的
贫困户、残疾人、军烈属等以电器的
形式发放6300份爱心惠民劵 ，购电
器时每张爱心惠民劵可优惠400元。

图为中牟县韩寺镇敬老院院民
接过捐赠的洗衣机。

三家企业向14个敬老院捐赠洗衣机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有了朋
友好办事，明白朋友办成事。通过广
交明白朋友，我们的网格管理工作取
得了显著的变化，许多‘网’事不再
难。”昨日，在环翠峪二郎庙新型社区
现场，环翠峪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党委
书记金振邦一边查看着拆迁情况，一
边向记者介绍在网格管理工作中他
们广交明白朋友的做法。

荥阳环翠峪地处深山区，信息闭
塞，工作人员去各村组都要翻山越
岭，徒步行走，网格管理的日巡查制
度执行起来难度大，且人少格多，环
翠峪管委有三级网格44个，而三级
网格长仅有20人，人少任务重。针

对这种情况，他们经过深入的走访、
调研，提出了“广交明白朋友”的工作
方法，让群众身边的人、有威望的人，
积极参与村组事务，化解矛盾纠纷。

今年 1 月，在该管委会落鹤涧
网格内，村民惠振伟在猴区私设摊
点非法经营，不慎被猴子推倒造成
右臂骨折，他多次到管委会要求旅
游公司赔偿 1600元，而旅游公司认
为其本人存在过错，只同意赔付
200元，双方矛盾有升级的趋势，三
级网格长袁爱卿依靠明白朋友 72
岁的老党员惠国政从中协调，做通
受害人的工作，最终双方同意以
600元达成协议。

荥阳环翠峪创新网格管理方法

广交明白朋友让“网”事不再难

郁郁葱葱的核桃树寄托了老曹太多的梦想。

品味传统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