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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贤孝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古
老的黄楝树，沧桑的树干高两丈有余，树围
2米多，裸露的树根深深地扎在磐石之中，
并与其融结一体，根石难分，枝头微红黄色
的新芽彰显着它顽强的生命力，当地人都称
它为“贤孝树”。旁边屹立着一块两米多高
的磐石，顶部有一自然形成的凹陷，状似石
椅，人称“贤孝石”。

“这个村原来叫张家村……”荥阳文史
专家陈玮介绍，黄楝树所在的位置原来是张
家村的南城门，紧邻黄楝树西侧的一条荒废
的步道原是通往张家村的唯一道路。城门
和古道或不存或废弃，黄楝树和磐石屹立千
年能够享有盛名，是因为一个婆贤媳孝的动
人故事。

传说很久以前，村里住着一户张姓人
家，丈夫外出谋生，只留下她和一位年逾古
稀的婆婆相依为命，婆贤媳孝，家风甚好。
闲暇时，婆媳二人就坐在村口黄楝树底下的
磐石上闲话聊天，盼望亲人早日回来。婆婆
在树下教儿媳做针线，视作亲生骨肉；儿媳
给婆婆端饭敬水，犹如亲娘。酷暑炎夏，在
树下乘凉时，儿媳给婆婆摇扇驱蚊。他们婆
媳之间这种互敬互爱的高尚品德，不但感动
了宗族乡亲，连村内这棵古树也受婆媳贤孝
熏染，久经沧桑几枯几荣长盛不衰。婆媳死
后，村民们为了纪念她们，把这棵树称为“贤
孝树”，把这颗石头称为“贤孝石”，教育后来
人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

从贤孝树出发，沿着村内新修的山路，
向上步行一刻钟，便到了白水道瀑布。早因
缺水而断流，但从崖壁上行行白色水道和崖
下深深的石潭就可以想象当时瀑布飞流直
下的壮观场面。白水道瀑布东侧石壁上有
一块乳石状凸起：一个发髻高挽的老妇人端

坐在石块之上，膝下跪着一个长发飘飘的女
子，双手捧一石碗，高高举过头顶，老妇人极
力推让的神态逼真地呈现出来，这便是贤孝
村著名的景点“婆媳让水”。不远处的山坡
上有两个天然形成的鹅卵状石块半裸于地
表，与婆媳让水乳石遥遥相望。褐黄的石面
沟纹纵横，古朴苍秀，酷似两只体型庞大的
乌龟背泉面山，经久不风化，传为一奇，这处
景点叫“灵龟羞水”。

这又是一个故事。有一年久旱不雨、庄
稼不收、村断炊烟，张氏婆媳二人因饥渴难
忍，相依来至卧龙台脚下山泉边饮水，水太
少，互相推让不忍沾唇，最终绝世于泉边。
有一对灵龟为觅水也来此，你争我抢生怕对
方抢了先多喝一口水。看到婆媳俩让水而
死，深受感动，觉得很无颜，双双把头埋在土
里，干渴死在婆媳俩身边。婆媳高尚品德感
动了上天，将婆媳让水形象附于白水道的石
壁上，二灵龟也变成石龟守护在石壁旁。时
人为教育后代，把山脚下的张家村改为贤孝
村。南北朝时期，北魏兖州刺史郑道昭回家
乡省亲，听说婆贤媳孝的感人故事，潸然泪
下，挥毫书写“贤孝可风”四字赠予贤孝村。
如今，刻有“贤孝可风”的石碑就矗立在石壁
旁，引人追思。

贤孝村的村民继承着婆贤媳孝的优良
传统，现在，村内年年都要评选婆贤媳孝的
和睦家庭，村干部给评出的贤孝婆媳披红戴
花，予以表彰。村民们互比互学，40多户人
家中就有近 20对尊老爱幼的婆媳，被人称
为楷模，村民间邻里相帮，也蔚然成风。

2010 年 6 月，省慈善总会、郑州慈善
总会将贤孝村授予“慈善文化教育基地”，
并在这里建了“贤孝村家庭美德”展室和
二十四孝长廊。

大山深处贤孝村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蒋士勋 文/图

自古百善孝为先，慈善贤孝
越千年。慈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自古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
幻，人们都把“慈”和“孝”视为天
性，而且称之为做人之本。沿着
荥阳市环翠峪景区柏池西行一公
里，有一个村子背靠浮戏山卧龙
台，林郁葱葱的山坳里，错落有致
地分布着依山而建的瓦房，这里
便是当地颇具盛名的贤孝村。

贤孝村村口树立着文化教育基地的牌子。刻有“贤孝可风”的石碑矗立在山脚下。

本报讯（记者 宋建巧 文 宋晔
图）近日，“水来了！”随着一声喊，
中牟县黄店镇岗陈村村民陈国吨
手中的水管蹿出一道水柱，喷泻在
脚下的蒜地里。而在此之前，因为
没有水井抽水灌溉，地里小麦、大
蒜和花生因为缺水已经叶尖泛
黄。这两口被村民称为“爱心井”
的捐资者，是中牟县工商分局驻村
队队员徐亮，同时，也是一位癌症
患者（本报曾在 4月 17日第七版刊
发徐亮事迹）。

据介绍，岗陈村现有农田 1535

亩，仅有 30 眼机井，且有 3 眼已经
损坏，按照每 20 至 30 亩地一眼机
井的配比，有很大缺口。目前，正
值灌浆期的小麦、即将成熟的大蒜
和刚出苗的花生，多种农作物都急
需用水。“急用水的时候我们都是
出钱借邻村的机井灌溉，正值灌溉
期的时候人家都不愿意借。”该村
大学生村官程云介绍，有 3年都因
天干地旱无井浇灌，全村一共有近
200亩夏秋作物几乎绝收。

中牟县工商分局驻村工作队
于今年 4 月 24 日来到该村，队员

徐亮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放弃“五一”假期休息时间，与
村干部一起在村里实地考察，划
出了 8眼急缺机井的位置。随后，
他跑政府、寻企业、找爱心人士，
多方奔走筹资，可是几天过去了
一无所获。眼看着庄稼持续干旱
即将减产，他决定拿出自己刚发
的 一 个 月 工 资 ，又 东 拼 西 凑 了
6000 多元，凑出 1 万元钱，找来打
井队先打两眼机井救急。目前两
眼井一眼已经竣工，另一眼施工
也接近尾声。

驻村工作队员自掏腰包助农民灌溉

“爱心井”情洒岗陈村

荥阳1路公交与郑州12路对接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周方方）近日，记者从荥

阳获悉，荥阳市1路公交在保持原线路不变的基础上，将原
有终点站 310国道向南延伸至中原西路京城路口，与郑州
12路实现完美对接。

据了解，去年，由于在通往中原路京城路口途中设置限
高，从而导致 1路公交线在延伸运行一段时间后不得已中
断与郑州12路公交的对接，后经政府多方协调，1路公交与
郑州 12路公交再次实现对接。延伸的路段长约 2.5公里，
该公交线路新增热力公司、中原西路京城路口两个站点，首
末班发车时间分别为6:30和20:00。

近日，荥阳市卫生局在该市武装部训练基地广场举行
2014年突发事件医疗救援演练。此次演练由荥阳市120
指挥中心和4家急救站共30余名医护人员参加。

本报记者 史治国 摄

免费开办葡萄培训班

巩义为果农送来“科技及时雨”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叔亭 文/图）“大家看，

这块地的葡萄就有严重的绿盲蝽虫害，另外蚜虫也不少
……”日前，在巩义市鲁庄镇桑家沟村，来自洛阳的专家正
在讲解葡萄病虫害防治技术，数十名群众紧紧围在专家周
围，听得十分认真（如图）。记者了解到，为了帮助农民提高
葡萄种植技术，巩义市专门邀请外地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
果农举办葡萄种植技术培训班，把农业科技送到群众身边。

“培训班真是一场‘及时雨’啊，有了这么多专家为俺
‘保驾护航’，今年的葡萄肯定又是好收成。”听着专家的讲
座，61岁的果农王双营兴奋地告诉记者，有了技术作保障，
再加上自己的辛劳，今年自己的5亩葡萄一定会再获丰收，
收益再创新高。

记者了解到，葡萄种植是鲁庄镇农业经济的新兴产业，
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良好，至 2013年全镇葡萄种植
面积达 1300 余亩，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桑家沟、四合等村。
去年葡萄价格高涨，每亩葡萄纯收入突破了万元大关。为
了帮助更多农民掌握种植技术，鲁庄镇先后联系巩义、郑
州、洛阳等地的葡萄专家，并派车将专家邀请到村内，将培
训班举办在果园中，由专家手把手地教群众春季葡萄管理
技术。目前，巩义市已在桑家沟村内举办培训班7期，使一
大批果农基本掌握了葡萄管理技术。

本报讯 (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象
乾 张艺雯)近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
到，该市共建爱心新郑、幸福新郑、文
明新郑、和谐新郑的“邻里守望共筑
和谐”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
动，将引导广大市民群众积极奉献爱
心，努力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的良好社会风尚。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空巢老人、留
守儿童、农民工、残疾人等困难群体为
重点服务对象，以“奉献亲情关爱、丰

富文体生活、共建和谐社会”为要求，
将组织动员广大志愿者到基层、进社
区、入村组、进家庭开展形式多样的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在活动进行过程
中，还将围绕春节、元宵节、学雷锋日、
青年节、国庆节、公民道德宣传日、重
阳节等节庆日，有重点、有特色地开展
节日爱心活动。

活动的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开展关
爱空巢老人“邻里相伴”、关爱留守儿童

“邻里相携”、关爱农民工“邻里相帮”、

关爱残疾人“邻里相扶”、维护社区（村
组）环境“邻里相助”、推广文化体育“邻
里相悦”和关爱自然“邻里相拥”，共七
大类大型的志愿服务活动。

另外，为切实将活动落实在市民
群众中间，该市还成立了“邻里守望爱
心志愿服务队”，设立“文明使者志愿
者服务站”，制作“邻里守望爱心卡”，
组建道德评议委员会，设立“善行义举
道德榜”等，确保互助性志愿者服务活
动的开展效果。

邻里守望共筑和谐

新郑启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为进一步打击超限超载违法行为，近日，登封市公安
局、交运局开展联合执法活动，集中检查超限超载违法行
为，仅第一天就查处违法加高边车5辆。

本报记者 李晓光 摄

供电部门为农民种西瓜架专线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师章玲）昨日，中牟县姚

家乡春岗村村民宋春杰，看着自家瓜田里一个个喝足了水
的西瓜，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

中牟地处中原腹地，光照充足，素以“籽如宝石瓤如蜜，
中牟西瓜甜到皮”闻名全国。西瓜种植是中牟农民的主要
经济来源，近几年，中牟农民靠着种植大棚西瓜走上了致富
路。宋春杰也不例外，靠大棚西瓜盖起了小洋楼。尝到种
植大棚西瓜甜头的宋春杰今年又承包了 100亩沙岗地，种
上了西瓜，由于土地偏远，地头虽然打通了机井，但没有通
电，距离最近的电源点还有400多米，种瓜浇不上水势必影
响产量。

中牟县供电公司服务队下乡村开展便民活动时，了解到
宋春杰正在为浇水犯难，服务队回来后立即向领导反映了这
一情况，局领导立即决定特事特办，通知姚家供电所解决此
事。第二天，姚家供电所所长朱永涛就派人来到现场勘察，随
后挖坑、立杆、架线施工，前后两天，一条专供线路接通了。

巩义提质升级百个文化大院
本报讯（记者覃岩峰通讯员李鹏博）日前，记者从巩义

市委宣传部了解到，该市将全面开展“文化大院建设提质升
级年活动”，力争年底使100个村文化大院达到提质升级标
准，把文化大院打造成为农村党员干部群众的“精神家园”。

据了解，巩义市将选择10至15个村作为文化大院建设
试点，围绕文化基础设施、文艺队伍建设、文化讲堂、文化活
动开展等四个标准进行，巩义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将协
助试点村提质升级，镇、街道对照标准完善软硬件设施，并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8月将对试点村进行验收，达标者将
被评为巩义市文化大院建设提质升级示范村；10月将在试
点村的基础上推广，今年力争使 100个村文化大院达到提
质升级标准。

此前，巩义市已经举办了基层文化干部培训班，来自该
市各镇、街道的150余名文化干部及骨干参加了为期6天的
学习，为文化大院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徐亮（右）自掏腰包为百姓打的机井已有一口竣工出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6.2亿元

新郑一季度经济运行开局良好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冬）近日，记者从新郑市

了解到，该市一季度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据初步核算，
2014年第一季度，该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6.2亿元，同比
增长 7.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6 亿元，同比增长
5.3%；第二产业增加值91亿元，同比增长6.8%；第三产业增
加值32.5亿元，同比增长10.7%。

今年以来，新郑市全力推进“航空经济强市建设”的战略，
各项社会事业迅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在农业生产方面，
各环节生产形势稳定，全市农业增加值实现2.6亿元，同比增
长达到5.3%；在工业经济发展方面，项目和企业凸显活力，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76.8亿元，同比增长达到5.7%。

另外，新郑市投资、消费两大项更是快速增长。该市全
市固定资产投资达到69.2亿元，同比增长25.9%，比上年全
年提高 2.3个百分点；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0.3亿元，
增速分别比上年同期和上年全年提高2.6、2.1个百分点。

各项事业发展富有成效，也推动了新郑市财政收入平
稳增长。据统计，一季度，该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12.68亿元，同比增长24.03%。其中，税收收入9.07亿元，同
比增长 24.32%。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 331.1亿元，较年初
增长 13%。其中，城乡居民储蓄 192 亿元，较年初增长
13.2%；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80.6亿元，较年初增长7.7%。

中学教师毕生编写《同族字典》
本报讯（记者 张立）近日，我国第一部将音序检字和部

首检字有机融合的《同族字典》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新
密市中学语文教师李长庚根据数十年教学经验，编写出这
部全新的汉语字典。

河南省著名语言学专家、河南省委党校语言学教授暴
拯群在字典序言中写道：我们终于有了一种融部首检字与
音序检字为一体的新体例字典。这种新体例过去曾被认为
是不可能的。

这部字典是根据汉字的家族现象，从全部一万多个汉
字中筛选出 1369个声符(字根)作为部首，每个声符部首与
不同的形符相结合，各组成一定数量的派生字。将这些派
生字按形符所在的上、下、左、右等方位的不同，分别由里向
外按音序的先后加以辐射排列，形成1369个十字形的汉字
坐标架。然后将坐标架上的字都按顺时针方向加以注音释
义，便成为 1369个汉字家庭(小家族)。再将这些小家族按
音序划分为26大族。这样，就把一万来个汉字组合为一个

“以声符为经，以形符为纬”的有机系统。
年近八旬的李长庚从事教育事业40余载，收获了许多

荣誉。这个凝聚着李老毕生心血的《同族字典》，成稿于
1987年，李长庚一直惦记着把集约化程度和识字效果较好
的原设计打印出来，让这本字典起到应有的作用。随着电
脑技术的发展，李老的心愿终于实现。

改走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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