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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石崖村，曾是八路军豫西根据地后方医
院的所在地。

1944年 9月 29日，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
派，皮定均司令员率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来到登
封，在白栗坪和马峪川（今徐庄镇）一带建立了
嵩山、箕山豫西抗日革命根据地。1945 年 2 月
26日，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委戴季英率领
两个支队来到登封，和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会师。

85岁的王长法老人至今记忆犹新：“1945年6
月，野战支队接到了拔除大冶据点的任务。午夜
战斗打响，由于该镇寨墙坚固，寨内敌人数量多、
装备好，战斗异常残酷，一直持续到7月上旬才结
束。我军有300多人死伤，鲜血将大冶寨壕的水都
染红了。”

王云琦介绍，为了救治伤病员，河南军区决
定建立抗日后方医院。考察人员沿着羊肠小道
一路上行几十里，来到了柳树泉的柏树崖村，认
定这里是设立医院的好地方。

村里的甲长王栓枝接待了考察人员，老百姓
一听说皮司令队伍的伤员要来住都很高兴，备家
具、割山草（打地铺用），不长时间就腾出了几十
间房子。

沿着村路边走边看，记者发现：房屋、桥拱、
河渠、凳子、马槽等等物件均是石头制成的。村
民王中央解释，柏石崖村环境闭塞，交通不便，
历史上百姓生活一直比较苦，只能就地取材，把
石头作为建筑材料来建房子或其他用途。柏树
崖村至今保留的石砌房、小四合院、石砌窑洞、
石墙瓦房依然完好，只是无人居住，显得破落。

据记载，八路军豫西抗日后方医院在柏石崖
村建成后，伤病员很快入住，其中大部分是攻打
大冶时受伤的。有一个连长胸前被子弹打个大
窟窿，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他紧咬牙关忍住疼
痛，医生简单消毒后就将子弹从伤口里取出来。
一些危重伤员，医护人员都是一口一口地给他们

喂药喂饭，先后有200多位伤病员在这里接受了
治疗。

在这里治疗的子弟兵中，有 12人伤重不治
把生命留在了这块土地上。因为条件差，烈士
的遗骸由王长法和村民王桂荣用苇席卷了草草
掩埋。新中国成立后，群众让出两块公共土地
建起徐庄烈士陵园，十二烈士的遗骨被隆重地
安葬在这里。

“八路军对俺们可热情了，为群众办好事，给
群众讲革命道理，动员群众团结起来抗击日军。
俺们也主动为伤病员做饭、洗衣、护理，为伤病员
挑水、送柴、缝补衣服。大冶战争结束医院要转移
了，全村的人都哭着舍不得……”走过了近70年的
沧桑岁月，当年还是孩童的王松长说到此处眼睛
里依然闪着泪光。

豫西抗日后方医院在柏石崖村存在了两个
月时间。

2002 年 8 月，登封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和徐
庄乡政府在此建立纪念碑。碑前，遥想当年八
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的英雄事迹，我们恭恭
敬敬鞠躬致礼。

柏石崖，当地人亦称柏树
崖。

据老人说，村名需要拆开
了讲：一是因为这里古柏成
林，二是村内建筑大都以石头
为主。

9月3日，从登封市徐庄镇
区驱车南行4公里，曲折辗转，
便来到一处郁郁葱葱的所在，
登封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的王
云琦手指前方树木掩映中的
房屋说：“这就是柏石崖。”

村子被一道山沟一分为
二，石拱小桥又将山沟两边的
居民连在一起。村内建筑以
四合院为主，四周群山环抱，
形成天然一湾溪水辗转北流，
东至鬼推磨，西至西坡岭，南
至老岭口，北依大熊山。翠竹
苍柏、掩映交辉。初到此处，
甭管有什么烦心事，立刻心旷
神怡起来。

随着村中老人深情的追
忆，这个仅有 200 多人口的小
村落把我们拉回到烽火连天
的战争岁月……

石拱小桥将山沟两边的居民连在一起。

村中房屋树木掩映，多是由石头盖成。

豫西抗日后方医院病房旧址。

巩义秋收悄然开始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叔亭）9月
3日，在巩义市鲁庄镇赵城村，一台“雷肯”牌玉
米收获机正在玉米田里穿梭，一会儿时间近两
亩的玉米已收完，秸秆也已全部粉碎还田。与
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这种新式收获机的谷仓里
倒出来的全是金灿灿的玉米棒子，而不是带着
萼片的毛玉米。56岁的古六军大爷娴熟地驾
驶着拖拉机，将玉米拉回家后直接吊上房顶晾
晒。伴随着连日来的晴朗天气，巩义市秋作物
陆续成熟，群众积极开展抢收。

据了解，今年秋作物自播种后，降雨一直不
给力。特别是在玉米授粉长穗的关键时期，整
个 8月份巩义没有一次有效降水，对玉米生长
造成严重影响。在鲁庄镇，记者了解到，虽然该
镇积极利用水库水、机井水等方法，千方百计做
好抗旱保秋工作，但难敌高温加酷暑的“秋老
虎”。水浇田受影响尚不严重，但旱地的玉米整
整提前了近 20天成熟。该镇邢村 73岁的邢宗
民大爷说道：“往年都是20号以后、十一前夕收
玉米，今年俺家的三亩玉米昨天已经掰完了，产
量仅有去年的八成。”

虽然旱地玉米略有减产，但占全镇 2/3的
水浇田玉米产量基本保持稳定，还未成熟，预计
到10日以后才会开始收获，因此今年的秋收持
续时间也将延长。为此，该镇合理调配机械，组
织机械先收旱地玉米，再收水浇地玉米，积极提
高机械化收获率。

新郑 13 个设施农业
建设项目获市级支持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是整个公安工作的基
石。郑州市收容教育所十分重视基础工作建
设，去年以来，先后完善了监控管理中心，增
设录像机、摄像头、监控大屏、监控设备等。
图为民警在监控中心值班。

通讯员 胡金伟 摄

“遮丑墙”变身文化长廊

本报讯（记者张立通讯员卢学伟 吕晓光）
“曾经的遮丑墙如今成了这条‘文化长廊’，看着就
舒服。”昨日，家住新密市矿区办事处茅岗社区的
几位老人在家门口观赏图文并茂的文化墙。

茅岗社区西街 28号院的围墙地处矿区医
院对面，曾经是一道“遮丑墙”，上面张贴了各种

“牛皮癣”一样的医疗小广告。今年 8月，矿区
办事处茅岗社区结合新密市开展的环境卫生整
治工作，投资2万余元，对“遮丑墙”进行了重新
粉刷，建起了一条长 120 米、宽 2 米的“文化长
廊”。文化长廊内容图文并茂、生动形象，涵盖
放飞中国梦，仁、义、诚、孝道德教育，廉政漫画、
反邪教、环境保护等内容。

“长廊内容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看了后能给
我们启示和收获！”今年68岁的郑煤退休职工刘
振业老人对“文化长廊”情有独钟，每天都准时学
习。他告诉记者，之前因一点小事与邻居李大妈
家闹了不愉快，“文化长廊”建好后，老刘学到了许
多为人处世、邻里间和谐相处的道理，于是他主动
向李大妈道歉，现在两家人亲如一家。

《儿行千里》在新密上演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崔远浩）日前，
由新密市纪委监察局联合新密市豫剧团改编创
作的大型现代廉政戏剧《儿行千里》在青屏剧院
上演，1500余名干部群众观看了演出。

该剧塑造了一位深明大义、仁爱严厉、教子
廉洁的母亲形象。剧情中, 高官郑耀忠携妻带
女奔波千里回到老家小山村为 80岁老母亲祝
寿，送礼者借机蜂拥而至，引起了母亲的警惕和
忧虑，遂赶往儿子住处对其进行教诲。

精彩的舞台演出、铿锵的警示唱词，深深触
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灵，为广大党员干部送上
了一道丰盛的廉政文化大餐。

中牟开展“一学三促”活动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程鸿光）“党员
干部只有多下基层、多为群众办事，把群众当老
师，把基层当课堂，实打实接了‘地气’，我们工作
才会更有‘底气’。”昨日，谈及深入基层开展“一
学三促”学习活动的体会时，中牟县青年路街道
办事处干部刘军辇告诉记者。

在“一学三促”活动中，中牟县紧紧围绕群
众关注的问题，以“真接地气能吃苦，读懂农民
这本书”为题，深入开展“以民为师接地气转作
风”调查研究活动。

中牟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
与网格化管理相结合，开展万名党员干部大走访
活动，通过深入学校医院、工地市场、信访大厅、田
间地头、大街小巷、群众家中等接地气、察民情、听
民声，了解群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最不满意的
事情是什么、最希望解决的事情是什么等。

同时，座谈调研交民心，相继组织 21个县
直单位、14个乡镇（街道）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代
表，分片分区召开座谈会，围绕干部作风和群众
关注的热点问题，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新郑法院巧解涉企纠纷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左世友）“400万
元的欠款已经到账，原以为对方会抵赖，没想到
通过法院调解很快就解决了。”近日，新郑市某建
材公司负责人王伟通过法院工作人员的调解成
功为企业回款，解了企业急需用钱的燃眉之急。

据王伟讲，去年至今，该公司有400万元的
应收货款被 10家客户拖欠，如果不抓紧要，资
金周转随时会出现问题，如果要，又不好意思张
口，怕影响以后的合作关系。

无可奈何之下，王伟来到新郑法院民二庭说
明了情况。二庭建议他通过正常程序起诉其中一
家，然后通过调解解决纠纷，这样可以引起对方重
视，也不会伤了和气。之后，王伟起诉了其中一家
欠款企业，法院马上立案，并与被告方取得联系开
展调解。经过耐心的调解，被告对王伟企业的情况
表示理解，并同意支付欠款。此后，法院又对其他
欠款企业进行了调解，欠款企业纷纷支付了欠款。

据统计，今年以来，新郑法院共受理涉企案
件287件，调解结案167件。

新郑集中整治
道路交通环境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巴明星）规范
交通秩序，改善城市交通环境。昨日，记者从
新郑市了解到，为进一步强化交通安全管理，
缓解道路拥堵，即日起，该市将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道路交通环境集中整治月活动，严查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

据了解，在此次交通环境集中整治活动
中，新郑市将采取“全警参与、全路覆盖、提升形
象、严管重罚、长效运行、量化考核”的方法展开
治理，治理对象和内容包括重点整治机动车乱
停乱放、三轮车非法营运、大货车超载、不遵守
交通信号行驶等，以及严格查处无牌无证、遮
挡号牌和无证驾驶等违法驾驶行为。

为确保交通环境集中整治活动的成效，
新郑市将采取市区卡点堵控、高峰疏导交通、
平峰巡逻盘查纠违等多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对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现场引导广大市
民群众文明参与交通出行。

巩义地税推行
“一窗式”办理

本报讯（记者覃岩峰通讯员于俊霞）“以
前最害怕来办税，不仅要填很多表，还有很多
程序，很是麻烦。现在好了，地税部门简化了
办税流程，节省了时间，太方便了。”日前，在巩
义市地税局办税服务大厅，一位50多岁的纳税
人开心地说道。今年以来，巩义市地税局设置
办税窗口，整合岗位职责，推行“一窗式”办理，
为纳税人减负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据了解，巩义市地税局合理设置办税窗
口，整合岗位职责，推行“一窗式”办理、“一站
式”办结、“一条龙”服务，确保纳税人需要办
理的所有涉税事项在办税大厅内一个窗口办
结，有效解决了纳税人多头找、多头跑的问
题。同时，该局结合辖区实际，简化办税环
节，为纳税人节约了办税时间。

此外，该局还对税收工作的“征”、“查”等部
门做了更为科学、明确的职责分工和机构设置。

中牟县检察院
大走访服务民生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赵雨）记者
昨日从中牟县检察院了解到，该院正在开展
2013年度“五进千家行”大走访活动，进乡村、
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机关，问计于民，问
检于民，倾听民声,服务民生。

此次大走访活动计划用两个月的时
间，采取日常走访与集中走访相结合的方
式，在不影响被走访者工作生活的前提下，
走访辖区内的 40 个村、26 家企业，7 家机
关、5 个社区，5 所学校，走访重点对象是一
线生产人员、企事业单位领导和各级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

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检察干警有重点
地选择了20个调研课题，有的放矢地开展活
动；同时创新了走访形式，坚持传统走访形式
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针对不同对象，既有
登门入户、座谈交流，也有利用短信、邮箱、微
博、微信等现代科技手段。

荥 阳 地 税 收 入
连续8个月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宋卫平）昨
日，记者从荥阳市地税局获悉，截至 8月底，
该局累计完成各项税收收入 9.33亿元，同比
增长 44%，增收 2.85亿元。总量、增幅连续 8
个月创历史新高。

据了解，今年以来，荥阳市地税局在认真
分析地方经济税收形势，深入开展税源调查的
基础上，着重抓住几个“盯紧”强化税收征管。

首先是盯紧税源全程监控，合理确定了
87家企业列入重点税源，实施层级专业化管
理，截至 8月底，重点税源累计入库税款 4.11
亿元（不含契耕两税），同比增长 55.2%；其次
是盯紧房子及时清算，紧紧盯住全市房地产
业发展趋势，深入开展房地产业税源普查，截
至8月底，房地产业共入库税收4.73亿元，同
比增长 143.%；最后是盯紧土地强化征管，紧
紧把握一批大项目相继落户和开工建设的有
利时机，主动与土地、规划、建设等部门联系，
不收过头税，不收人情税，不随意减免税，确
保组织收入规范有序，持续健康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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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传统村落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陈扬）昨
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市13
个设施农业建设项目获郑州市批复，在相
关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当地全力推动各
个项目快速建设，目前，共开工达到457亩，
并已建成267.4亩。

据了解，设施农业项目是一种有别于
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是现代农业发展的
重要标志，其在生产集约化程度、农业技术
含量、种植效益等方面比传统农业生产模
式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这其中包括具有
节水、省地、聚能、高产、高效等特点，并能
全面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
产率等，从而大幅增强农业综合生产的能
力。另外，设施农业建设项目实施后，由于

大量引进现代化种植手段和现代农业装
备，还将有效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品质，有利
于农田增产、农民增收。

新郑市获批的13个设施农业项目有河
南亿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新郑市君源生态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新郑市国民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河南润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河
南喜禄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河南绿都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河南欣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等，分布于该市八千、薛店、梨河等乡镇。目
前，在该市多方支持下，已有一些项目完成
先期建设，并开始产出效益。

其实，设施农业项目建设在新郑并非
新鲜之事，甚至可以说是有了一些经验。
据介绍，早在2009年该市就有零星发展，之

后，在 2010 年—2011 年间，进驻项目开始
增多，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据统计，2011
年新郑市全市发展设施农业 3000 余亩，
2012年发展 2000余亩，今年计划发展面积
1000亩，目前正在加快推进。

发展设施农业项目有助于新郑本地
农业现代化发展，有利于农民增收，同时
还将进一步丰富郑州市区市民群众的“菜
篮子”。目前，该市获批的设施农业项目
可种植收获食用菌、新鲜蔬菜等，加上交
通便利、运输快捷，不仅可以确保各类新
鲜的农产品快速进入市场交易，还对稳定
市区蔬菜的价格、供应量有帮助，使广大
市民群众能够买到经济实惠、放心安全的
新鲜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