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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老爱亲之

站街镇是巩义老县城，镇里南
瑶湾村口的笔架山下，坐落着一处
唐代风格的院落，这里便是杜甫的
故居，内有杜甫诞生窑。杜甫故里
修建于 1962 年。在纪念杜甫诞生
1250 周年的活动中，河南省政府拨
专款，把杜甫诞生窑和院子从村民
李长有手里买了下来，并修葺一新，

建成“杜甫故里纪念馆”。1963 年，
这里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纪念杜甫诞辰 1300 周年，
巩义市投资 1.2 亿元于 2007 年在杜
甫故里纪念馆的基础上打造了规模
宏大的杜甫故里。站在杜甫故里门
前，镇上的集市已经摆到了街口，熙
熙攘攘的人群千百年不曾改变。“现

在杜甫故里的大门处从汉代到清末
一直以来都是瑶湾渡口，热闹得很。”
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年近七旬的南
瑶湾村村民姜海宽告诉记者，因为水
底有矾石，瑶湾渡是伊洛河畔唯一一
个一年四季的不冻码头。

姜海宽说，在唐朝，南瑶湾既是
洛口仓的粮食转运码头，又是个船
户云集、人口辐辏的商埠要津。唐
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时任唐监
察御史的杜依艺奉诏任巩县令，为
攻打高丽盖苏文筹办粮饷。他到任
后，就在距县城东二里、距瑶湾渡仅
百步之遥的笔架山下选择宅址，修
建了住处。唐贞观二十年（646年），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就在笔架山下诞
生了，于是，杜甫的祖籍便由湖北襄
阳改写为河南巩县。

据称，唐睿宗景云三年，杜甫就
诞生笔架山下的一孔黄土窑洞中，
这孔窑洞也以杜甫的官职定名为

“工部窑”。据当地孙银桂、宋桂竹
两位老人回忆，杜宅上院（连同花
园）东西长约 40米、南北阔 70米，其
中内宅院东西长约 22米、南北宽约
25米，靠南有耳房两间，正西有大房
三间，大门走西南门。杜甫故居内
宅院窑洞及房屋的方位、摆设，至今
还能清楚地看到一些原貌。

杜甫故里有座诗圣桥，桥下是
东泗河，古称魏氏河，是洛河的一个
支流，相传杜甫小时候经常在此玩

耍。河水潺潺，柳树依依，东泗河沿
途美不胜收，巩义八景“市河烟柳”
便出自于此。

不少巩义专家认为，杜甫在巩
义出生后不久便去了洛阳，一生中，
他在巩义生活的时间不算长，但对
家乡却充满了感情，“生于斯，葬于
斯”是杜甫的心愿。由于无力将父
亲灵柩运回故乡，杜甫的儿子宗文、
宗武就暂将其安葬于岳阳平江。43
年之后，他的孙子杜嗣业才将灵柩
迁葬于偃师西北的首阳山下。后又
将灵柩移葬巩义康店镇的邙山岭
上，最终完成了一代诗圣的遗愿。

斗转星移，随着地质的变化和
近代水利工程的修建，东泗河早已
存不住水，瑶湾渡也逐渐消失、没落
……这些记录南瑶湾历史的地标已
经改变，甚至找寻不到一丝的踪
迹。然而，“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
长”。那些杜甫留下的千古绝句，却
依然为这里群众所吟唱并传承着。

郑州到巩义，从东站出高速，便可以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大幅宣传牌，宣传牌正南
方对着的便是一代诗圣杜甫出生地——巩义市站街镇南瑶湾村。

洛河水自西向东流至鸠龙岭处被阻，积成一泊清水，这泊水位于洛水北汇黄河的转弯处，因水面
晶莹水位极深，得名瑶池，瑶池南北的沟壑分别成为南、北瑶池湾，后形成自然村落，南面的就称为南
瑶池湾，这也是南瑶湾村名的由来。

作为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个暖冬的晌午，记者探访南瑶湾，寻找诗圣踪迹。

据称，杜甫就诞生在这孔窑洞中。据称，杜甫就诞生在这孔窑洞中。

登电销售收入首破2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岁末年初，登电集团传出喜讯：

2013年，登电集团面对铝行业严重亏损，水泥、煤炭产业保
本生产的严峻经济形势，围绕“保增长、求发展”中心目标，
充分发挥产业链优势，在困境中谋求新发展，化危机为生
机，全年实现销售收入210亿元，首次突破双百亿大关。

据了解，该集团发电量、煤炭、铝型材产量分别比上年
增长 28.2%、85.4%、61.6%；完成工业增加值 41.6亿元，同比
增加 5.6%；实现利润 8.9亿元，同比增长 229.6%；实现税金
7.6亿元，同比增长81%；完成利税总额14.5亿元，同比增长
177.8%，实现了整体效益的增长。

巩义发掘一处唐代古墓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赵红党）记者昨日从巩义市

文物和旅游局获悉，近日，为配合巩义正和·紫荆尚城项目
建设，该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钻探发现的一处墓葬群进
行了发掘，共发掘唐墓30座，出土文物100多件（套）。

据介绍，这些出土文物包括方形瑞兽葡萄镜、“安史之
乱”时期史思明发行的“顺天元宝”铜钱、白瓷枕、白瓷罐、白
瓷碗以及镇墓兽、天王俑、侍女俑、动物俑等，具有重要的历
史和文物价值。专业人士认为，这些出土文物丰富了巩义
地区唐代墓葬的考古资料，也为巩义地区唐代瓷器工业研
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
员 王佳 文/图）1月 16日上午，
郑州爱心人士王广增带着 500
个红包共计 5 万元，来到荥阳
市社会福利中心，送给这里的
五保老人，“每个红包内有 100
元，钱不多，给老人们拜个早
年，尽一份孝心。”王广增说。

在福利中心，老人们对王
广增的爱心竖起大拇指。“这是
个惊喜，有了这 100块钱，我就
可以换个新收音机。”68岁的赵
满成老人说，“以前的旧广播快
坏了，收不住几个台，买个新的
就能天天听戏了，谢谢小伙
子！”在 93 岁的老太太邹凤明
的房间里，老太太拉着王广增
坐下聊会儿天儿。临走时，老
太太非要把她用酒盒子缝制的
提篮送给他，“孩子，我没有啥
能表达我的心意，这是我亲手

缝的提篮，送给你做个纪念。”
王广增介绍说，他是郑州

市高新区瓦屋李村的农民。因
从小患小儿麻痹，左腿落下残
疾。从小到大，很多好心人帮
助过他，上学的时候，老师和同
学从没有歧视过他，反而对他
特别照顾。2011年又是在民政
局的帮助下开了一家投注站，
生活逐渐步入正轨，还把挣到
的第一笔钱捐给了母校。

王广增告诉记者，此次给
福利中心的五保老人送红包，
家里人都很支持，头天晚上他
和妻子、女儿一起把 5 万元爱
心款装进 500 个红包，“这么
多年，不断有好心人帮助我，
我和家人都记着对我们的好，
我心里一直很感激，现在生活
好了，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
高兴。”

爱心人士感恩社会

500个红包赠五保老人

中牟举行“厉行节约”知识竞赛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丁伟）近日，中牟县成功

举办了“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知识竞赛。
据悉，中牟县组织全县各乡（镇、街道）、各单位认真学

习《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和省、市有关通知要
求，坚决反对和纠正各种形式的铺张浪费现象，狠刹铺张浪
费的奢靡享乐之风。

此次活动由中牟县委、中牟县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中牟
县委宣传部承办。以《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及

《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为基本内容，分预赛、决
赛两个阶段进行，设置个人必答题、集体必答题、抢答题、挑
战题和风险题等多个环节，全县各乡（镇、街道）和县直各单
位共41支代表队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林业局代表队
和青年路街道代表队分别摘得县直组与乡镇组桂冠。

新密来集镇力保新春用电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赵雪超）春节将至，农民工

开始陆续返乡，为提供安全可靠供电，新密市来集镇提前准
备、主动服务，推出各项便民惠民帮民措施。

该镇采取主动上门服务的方式，重点对家庭用电设施、线
路、漏电保护器等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消除隐患；开辟返乡人
员复电绿色通道，实行“一站式”用电服务，对申请复电的返乡
人员简化报装手续，缩短办事流程，及时提供诸多便利服务。

春节期间可能出现的用电量剧增现象，重点开展农配
电台区负荷预测和增容改造工程，着力提高电压质量，切实
解决重要时段低电压问题；以开展电力“暖冬”服务为契机，
派出两支党员服务队，走村串户发放便民服务卡，提供电力
咨询、保修等便民服务，指导群众安全用电、节约用电。

昨日，为迎接春节
的到来，新郑市宣传、文
化部门组织多名书法爱
好者以“秀美乡村、和谐
家园”为主题，深入乡
村、集镇、军营、工地开
展“文化下乡义写对联”
活动。书法爱好者挥毫
泼墨纵情抒写新农村、
新农民、新生活、新风尚
和新变化。图为书法爱
好者在辛店镇王庄村为
群众义写对联。

本报记者 高凯 摄

新郑为环卫工人发防寒服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尹春玲）“穿上这厚厚的棉

衣，冬天扫地就不冷了……”昨日，在郑新快速通道上工作
的环卫工人乔清庚顺利领到一件防寒工作服，并迅速穿上
新工作服，开始清扫工作。

据了解，本次新郑市共有四个出入市口及各垃圾中转
站115名环卫工人领到了防寒工作服。新郑市城管执法局
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新的防寒工作服防风、防雨，保暖性好，
对在户外工作的环卫工人来说，方便实有。

在发放防寒工作服过程中，记者还注意到，防寒工作服
的一些显著部位还有醒目的黄色反光带，可以向机动车、非
机动车等反射有效的光束。

除了为环卫工人添置新的防寒工作服以外，新郑市还
从多个方面入手关怀长期在户外作业的环卫工人，这其中
包括为环卫工人设立集中休息点，配备饮水设备、休息设
备，购置机械化清扫设备等。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象乾）
立志打造生态宜居、绿色优美城市的黄
帝故里新郑将在今年奋起“追绿”。昨
日，记者从该市了解到，为进一步扩大辖
区绿色生态覆盖面积，该市将建设 4 万
余亩林业生态工程。

据了解，今年，该市 4万余亩林业生
态工程包括有生态林营造工程、森林抚
育和改造工程、林业产业工程、退耕还林
补植补造工程和森林公园体系建设工

程。在建设工程中，该市将按照生态和
产业协调发展、城乡统筹的要求，打造一
批亮点工程。

其中，生态廊道网络建设工程最值
得关注，该工程包括南水北调干渠、大学
路南延、新老107连接线、S102、中华北路
北延、新港大道南段、庆安路等，绿化长
度124.49公里，绿化面积34750亩。

其次是森林抚育和改造工程 738
亩，主要是对新郑市域内高速公路两

侧的低质低效林进行改造提升，长度
约 24.6 公里。以及建设林业产业工程
3000 亩，主要支持新郑城市绿化和林
业生态建设；加强绿化和经济林苗木
基地建设，在该市发展花卉苗木基地
1000 亩、经济林苗木基地 2000 亩，重点
培育优质核桃、新郑灰枣、大樱桃、女
贞、法桐、雪松、百日红、红叶石楠、桂
花等。同时，还将完成退耕还林补植
补造工程 843.5亩。

新郑今年将建4万亩林业生态工程

巩义行政审批中心
成国家级试点单位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申中华）近日，在巩义市行
政审批服务中心，拿到营业执照的巩义市八一果树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徐八一禁不住对“小马代办”发出赞叹。“小马
代办”只是巩义优化行政服务的一个缩影，日前，巩义市行政
审批服务中心被确定为国家级行政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

巩义市八一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八一告诉记
者，按照平常的申办手续，自己的合作社至少要往各个部门
跑四五趟，少说也得花个十天，然而通过“小马代办”，节省
了一多半的时间。

记者了解到，巩义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专设“小马免费
代办”窗口，抽调业务骨干组建小马代办团队，开展免费代
办服务，去年共受理 92家中小企业的代办，代办手续 325
项，注册资金超亿元。目前，中心政务服务标准化体系经历
数次专家指导和论证，最终形成了以服务通用基础标准、服
务保障标准和服务提供标准为核心构架，共 19个子体系，
231个条款的政务服务标准化体系，并通过国家验收，成为
国家级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

昨日，新密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进入该市客运场站，
进行春运交通安全宣传，提醒广大司乘人员平安参加春运，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图为交警为司乘人员发放春运安
全提示宣传页和宣传图册。 本报记者 张 立 摄

中牟青年路街道完成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亿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邱志强 张鑫）记者昨日

获悉，据统计，中牟县青年路街道办事处去年各项经济指标
实现又好又快增长，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9亿
元，同比增长32%。

去年以来，青年路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城中村升级改造力度、服务城市居民力度“三个力度”工
作目标，财政收入完成 1.17亿元，同比增长 11%，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完成13亿元，同比增长7.6％。

同时，在发展城郊型现代农业上，青年路街道办事处进
一步优化种植结构，明山庙村、邢庄村、小孙庄村大面积种
植芹菜 1000 余亩，邢庄村、小孙庄村已建成蔬菜大棚 267
座，面积270余亩，种植黄瓜、西红柿、豆角等反季节蔬菜供
应县城、郑州、开封等地。

登封“春晚”群众演员唱主角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余红洲）欢歌笑语辞旧

岁，万马奔腾迎新年。1月 18日晚，登封市 2014年百姓春
晚在小龙武院精彩上演，晚会以“老百姓自己的舞台、登封
人自己的春晚”为特色，打造了一场百姓文艺盛宴。

晚会在激情洋溢的歌舞《风风火火中国年》中拉开帷
幕。《嵩山谣》、《天中姑娘》、《天地之中大嵩山》等歌颂嵩山、
赞美登封的原创歌曲，唱出了百姓对家乡的热爱；《大爱无
疆》、《情系老百姓》以及大金店顾家河小学生演唱的《感恩
的心》，传递出了很多温暖和感动；激情动感的拉丁舞、儿童
街舞、精彩神秘的魔术以及戏曲、歌舞串烧等节目也精彩上
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此次春晚是登封市文化惠民工程成果的一次精品展
示，来自全市 400多名群众演员参与演出。其中很多节目
都是专门为“百姓春晚”量身定制，充分体现了百姓编、百姓
演、百姓看、百姓乐的百姓春晚特点。

“三下乡”温暖荥阳百姓心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蒋士勋 张彬彬）1 月 21

日，荥阳市刘河镇王河村村民个个脸上洋溢着喜气，驱散了
隆冬时节的寒气，由荥阳市委牵头，文化、科技、卫生等 50
多个部门参加的“三下乡”活动让当地群众感受到了春天般
的温暖。

寒冷的天气丝毫没有减轻农民朋友的热情，四面八方
赶来的群众一早就赶到现场，围在各个咨询台前，争看书
籍、宣传画册，咨询种植养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知识。科
普大篷车为大山里孩子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送春联”活
动也同样受到群众欢迎。流动舞台车前人山人海，省小梅
花奖得主张亚星、安媒婷表演的皮影戏《咱们说说知心话》，
诙谐的表演形式引得台下群众哈哈大笑。

“三下乡活动把文艺节目和老百姓实实在在用的东西
送到了俺家门口。”刘河镇王河村村民任二毛听说村里有

“三下乡”活动，拄着拐杖到现场观看。
据悉，为进一步繁荣农村文化，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

学文明的健康生活方式，推动农村工作全面发展，荥阳市连
续多年举办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得到了
当地群众的好评，开创了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收到红包的老人高兴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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