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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浇完地，我就和我的
媳妇一起去外地干水电安装了，我
们一家三口一共三亩三分地，这次
土地流转后，按一亩给我 1500 元
算，流转公司以后每年要给我 4950
元，但想到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浇
地、种庄稼了，心里还是有点空落
落的。”昨日午后，夏日炎炎，热辣
的太阳晒得人有点发昏，在荥阳市
广武镇插闫村的田间，记者见到了
正在田地里给玉米浇水的苗中友
夫妇（如图）。

苗中友拨弄着浇水的水管子，
每个地方浇多长时间，他心里有数，
每个角角落落都要浇到。他告诉记
者，他和爱人前年在外面搞水电安
装，一年能挣五六万，但家中的三亩
多地始终是自己的牵挂，每逢天旱

浇水、打药施肥、收割、播种的时候
总要和媳妇一起回来，见见乡里乡
亲、亲朋好友，圆了很多念想，心里
格外踏实。

苗中友是上门女婿，当年来到
插闫村，村里分给他责任田的时
候，他心里有无限的欣慰。这三亩
三分地他们种了近 20 年，剩下最
后一季了，他还是有一点不舍，这
块土地滋润着他们一家的生活，在
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故事、留下的汗
水一幕一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竟
然那样美好，那样幸福。前两天，
他三夏前接手水电安装的客户来
电话催他，他嘴上答应，外出的步
子迟迟没有迈开。

插闫村一共有 3000多亩地，村
支部书记蒋长水告诉记者，目前流

转 2000多亩。秋收以后，包括苗中
友家责任田在内的近千亩土地将交
给一家公司集中开发。土地流转
后，村民不仅有土地补偿金，经过培
训后，他们开小吃店、外出做月嫂、
搞运输等，收入增加了许多，精神头
也有很大变化。苗中友看着媳妇闫
小慧，说：“看俺这媳妇，和城里人有
啥不一样？”闫小慧低着头摆弄井口
开关，笑而不语……

荥阳市广武镇党委书记马朝阳
介绍，广武镇土地流转将近 5.5 万
亩，辖区内以龙头项目为引导，拉长
农业链条，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益，镇
里形成了“北部林果和大葱，南部蔬
菜加粮食基地”的发展特色，以现代
农业、休闲观光农业为主的主题产
业园建设也初具规模。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高兵 陈
河淼）近日，新郑法院派出法官到辖区梨
河镇高班庄村启动“三夏巡回法庭”就地
开庭审理一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案件。最后，经过法官两个多小时的耐
心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议。

时下正值三夏农忙季节，为给当事
人节省时间，确保三夏生产顺利进行，新
郑法院结合三夏农忙的时节特点，创新
推出“三夏巡回法庭”开展“法庭到村
组，法官进农家”巡回办案活动，服务三

夏生产。
在巡回办案过程中，为确保开庭效

果，法院工作人员对法律关系清楚、争议
不大的案件及时进行庭前调解，实地化
解矛盾纠纷；对当事人地处偏远的婚姻
家庭、赡养、工伤赔偿等涉农案件，坚持

到案发地开庭，最大限度方便群众诉讼；
对调解不成功的案件，坚持依法判决，避
免久调不判、久拖不结。

此外，法院工作人员还组成宣传服务
小分队，深入辖区农村，就麦收期间的安全
生产、环境保护等工作进行普法宣传，提高

了广大农民的安全意识、环保意识，为三夏
农忙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

据介绍，截至目前，“三夏巡回法庭”
共巡回审理涉农案件 32件，调解结案 28
件，解答农民法律咨询 300余人次，为农
民挽回经济损失40余万元。

新密市尖山景区丁沟村海拔
近千米，这里的麦收无法使用大
型机械，而山村里多为留守老
人，眼看收割的好时机就要错
过。昨日，新密市组工干部三
夏志愿者服务队 50 名兼职“麦
客”赶来支援（如图）。

“这下俺可不愁了。”丁沟村留
守老人李育才站在自家麦田边，看
着麦田里忙活的志愿者队员，不住
地感谢。

麦田里，队员们头戴草帽，身
着迷彩服，手持镰刀，挥汗如雨。
快速飞动的银镰、金黄翻滚的麦

浪、摞放整齐的麦穗，勾勒出丰收
的画卷。据新密市委组织部长翟
国防介绍：“志愿者服务队已有多
年历史，每年农忙时节都要下乡
帮助农民干农活。”

耕种的过程让组工干部们有
了不少改变，几年下来，队员不仅
熟悉农活儿的基本操作，有的还成
了种地“老把式”。经过 4 个多小
时的全力“奋战”，老李家的 6亩麦
子全部收割完毕。

三夏期间，新密市县乡两级
500 多名组工干部纷纷帮助农民
割麦种秋，成为兼职“麦客”。

最后一个种粮季
本报记者 史治国 文/图

大山里走来兼职“麦客”
本报记者 张 立 通讯员 宋璐婷 文/图

“三夏巡回法庭”田间地头服务群众

桃园村地处大隗镇东部杨河与洧水
交汇处，村里的桃上村民组古时候叫梁
家庄，桃下村民组叫祝家庄。相传，梁山
伯与祝英台二人分别是这两个村庄的青
年男女。桃园村北15里，是马家庄，村里
人都说这就是梁祝爱情故事中的反面人
物——马文才的家乡。

村口有座名为夷山的小山岗，长约
0.5公里，高数丈。岗上林木葱茂、百花盛
开，岗下杨河波光粼粼。据传，夷山上面

的三个窑洞是梁祝同窗共读的“学洞”；
夷山东边洧水旁的“草亭”，乃梁祝相识
结拜的地方；夷山前面的小道为梁祝上
学的必经之路；杨河上的“栏桥”与夷山
北 9公里处的刘寨镇“观音堂”是梁山伯
十八里相送的旧时路径。“梁祝墓”在村
东的旷野中，坐北朝南。“马文才坟”距离
梁祝墓西北100多米。

如今，夷山因附近砖场取土越来越
小；草亭、学洞与栏桥因时光变迁也难觅

踪迹。只有梁祝墓还有遗存，高 3米，底
周长 20 米，两旁起脊，中间凹陷。人们
说，当年祝公远逼女儿英台嫁太守之子
马文才，山伯闻讯病故，英台得知，不顾
公远阻挠，前往祭吊，公远逼英台归家上
轿。英台行经山伯墓，大哭，风雷起，新
坟裂开，英台跃入，二人化为蝴蝶，比翼
双飞。

村民说，如今墓茔上留下一处凹陷，
即为当年分开又合上的裂缝，尽管有点
不好看，但毕竟圆了二人的爱情梦。人
们认为马文才是二人忠贞爱情的破坏
者，不得人心，其墓葬的坟头很早就被平
掉了，现在墓葬处向下塌陷成了一个坑，
而且越来越深，又扔玉米秆，又倒土，就
是填不满。

张固寺是村里又一历史遗存，距梁
祝墓南 60米处，其明清碑碣上有关于梁

祝墓、马文才坟的刻言。一位村干部说，
凡梁祝故事中涉及的地、名、物，这里都
有。目前，该村的梁祝传说已列入新密
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
项目类别。

此前，省文联著名作家、民俗学家李
铁城先生曾经来大隗考察梁祝文化遗
址，他说，全国各地的梁祝文化遗迹共有
18 处之多，新密梁祝文化有 3 个独特之
处，在全国梁祝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这里的梁祝墓两边高中间低，正合
坟墓裂开英台殉情的情节，在全国梁祝
墓中是独有的。第二是梁祝故事中除梁
祝二人之外的第三号人物马文才，在新
密也有墓葬，这在全国是唯一的。第三
是杨河上有栏桥，“栏桥相会”是梁祝后
续故事中的重要情节，其他地方都没有
遗址，只有新密有栏桥。

千古梁祝起桃园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张广武 文/图

千年洧水河悄无声息地穿过梁家庄和祝家庄，虽然部分传说中的遗存已被
淹没在历史的变迁中，但梁祝的爱情故事在这里依然家喻户晓，质朴地传达着人
们追求美好爱情的愿望——这就是新密市大隗镇桃园村。

桃园村82岁的周中华老人站在梁祝墓前，讲述梁山伯与祝英台千古流芳的爱情故事。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刘弋楚）5 月 28 日，本报以《78 岁
西安老人登封寻亲》为题，报道了
78岁老人何战武因为 6岁逃荒到
西安，现在想回登封老家的新闻，
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何
战武老人表示深切关注。

在好心人的帮助和本报记者
的寻找下，目前已经联系上何战武
的堂兄弟何全文，何全文有两个儿
子一个女儿，现住在登封市嵩阳办
事处嵩山村西组。何全文说：“我
是何全声的亲弟弟，我哥已经不在

了，但他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以前我哥说过他还有一个堂兄弟，
6 岁时逃荒出去了。”何战武的女
儿何女士一听说我们帮她父亲找
到“家里人”，非常感谢，她说：“等
我父亲的身体好些时，一定会带父
亲再回到他的出生地去看看。”

“家里有好多人都给我打电
话，当我得知何战武是我哥哥时，
我就想尽快见见他，我们这一辈的
就剩我们两个人，如果我哥哥身体
不好，我可以去西安看他。”一说起
这些，64岁的何全文很激动。

78岁寻亲老人找到“家里人”
本报讯（记者卢文军通讯员李志伟）

“过去很难见到人，现在好了，他们住在这
里，晚上也能找到干部办事。”9日晚，中牟
县刁家乡孙家村村民韩老五急匆匆来到
乡政府，情绪激动地找到网格长尚军胜反
映低保未办理问题。得知情况后，尚军胜
及时向有关站所了解情况，原来今年第二
季度的申报还没开始，经过详细解释，韩
老五终于放心离开。

在晚上、周末都能找到网格长帮助解
决实际问题，是刁家乡党员干部和网格长

“走读”变“住读”专项治理带来的变化。

过去，由于有些干部长期“走读”，在处置
一些突发事件时不够及时。为此，该乡建
章立制，严格落实网格长请销假制度和报
告制度，严格执行夜间和节假日领导干部
坐班、带班制度。

通过实施民生诉求、稳定工作和困难
群众“三本台账”问题管理，刁家乡把党员
干部和网格长纳入解决群众民生问题的
具体责任人，明确整改时限。截至目前，
80 多名党员干部和网格长下村入户，累
计走访群众 2600多人，建立“一对一”帮
扶对子近60对，解决民生难题150多件。

为群众解困难

网格长“走读”变“住读”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王发

明）6 月 10 日，中牟县狼城岗镇南任村
村民敲锣打鼓将一面锦旗送到中牟县
公安局治安大队，以表彰两名公安内勤
解决两个可怜孩子的户口问题并给予
帮助的行为。

原来，中牟县狼城岗镇南任村村民郭
鹏（8 岁)、郭闯(11 岁)两个小男孩的父亲
郭俊良已病故，母亲秦某离家出走杳无音
信，爷爷瘫痪在床，奶奶是一精神病患者，
村里干部准备为其办理低保时发现两个
孩子至今还没有户口，村干部就找到狼城

岗派出所为两个孩子报户口，但两个孩子
没有任何的原始资料，甚至连出生日期都
不知道是哪一天。

狼城岗派出所户籍内勤张立和中牟
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户籍内勤焦芳获悉了
这一情况后，迅速对两个孩子的出生情况
进行调查核实，通过走访村子里的群众和
到孩子出生的医院查阅出生病例档案、询
问接生医生等，经过多番努力和调查走
访，终于将两个孩子的户口问题解决了，
将户口本送到了两个孩子家中，并对他们
的生活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给村民办实事

锦旗送给好民警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卢松娥）近日，在登封市唐庄乡范
家门村“核桃王”树下，由河南省
华鹏飞物流产业有限公司主持运
作的“中国唐庄·世界禅庄”项目
举行战略开发签约仪式暨新闻发
布会。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登封唐庄
乡西北部，紧邻嵩山东麓，用地面积
45平方公里，计划投资95亿元，开
发周期为8年，整体划分为欧洲板

块、亚洲板块、澳洲板块、美洲板块
四大板块，囊括文化功能、禅修功
能、娱乐体验功能、农禅休闲功能、
商务度假功能等五大功能。起步区
首期为唐庄乡范家门村，规划用地
面积400亩，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
其中客栈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配
套设施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根据
整个项目的规划设计，从功能上把
起步区范家门分为：禅修道场、禅意
客栈、私人禅庄和体验功能区。

“中国唐庄·世界禅庄”项目签约
计划8年投资95亿元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朱
少奇 程旭）昨日，记者在新郑市了
解到，由新郑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主办，市文广新局承办的“黄帝
故里·新郑市民文化大讲堂”2014
年首场讲座在市炎黄文化艺术中
心开讲，该市干部职工及部分市民
群众等200多人聆听了讲座。

首场“市民文化大讲堂”以“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推进

新郑‘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为主
题，围绕为什么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新郑“百千万”文化惠民
工程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关系、怎样通过开展“百千万”文
化惠民工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这三个问题展开。

据 了 解 ，2014 年“ 黄 帝 故
里·新郑市民文化大讲堂”计划
举办 50 场。

新郑“市民文化大讲堂”开讲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昨日记
者从荥阳获悉，荥阳宜居健康园区
入驻的医疗项目“三院一校”（郑州
人民医院、郑州市骨科医院、郑州
市妇幼保健院、郑州市卫生学校）
正按要求加快建设。

据了解，该项目涉及荥阳市土
地1100多亩，其中三院占地400多
亩，郑州卫校占地700多亩。目前

郑州市骨科医院项目进展迅速，病
房楼施工至四层屋面，门诊楼地下
室正在施工，计划年底完成墙体砌
筑，部分工程设备已订购。郑州市
妇幼保健院项目正在进行基础施
工，计划年底主体封顶。郑州市卫
生学校项目已完成环璄评价、地
探、物探、土地审批等手续，进入土
地征收阶段。

荥阳宜居健康园区
加快“三院一校”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孙燕洁）进入夏季，防汛任务逐渐
加重。昨日，记者从巩义市了解
到，为了确保安全度汛，巩义市将
派出8个督查组，集中对全市20个
镇、街道防汛工作的组织建立、责
任落实、预案编制、物资储备、防汛
队伍建设等情况进行全面督查。

伊洛河是黄河十大支流之
一，在巩义境内河道全长 33 公
里，黄河和伊洛河同时来水，使得
巩义防汛压力增大。按照要求，

巩义各镇、街道要对水库、河道堤
防、淤地坝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
位排查安全隐患，对行洪滩区、水
库、骨干淤地坝下游的从业人员
及常住户严格登记备案，并制定
相应迁安方案。对于农村中小学
校、农村危房、窑洞等山洪灾害易
发区，要进行隐患排查。要实行
全天候 24 小时防汛值班及日常
巡查制度。对排查出的问题及存
在隐患，明确责任人，逐项落实措
施，及时排除隐患。

巩义全面启动夏季防汛工作
8个督查组检查落实情况

本报讯（记者 宋建巧 通讯员
孟寒琼）10日上午，在新郑市炎黄广
场参加完“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
式，梨河镇绰刘村支部书记柴松琴
就急急忙忙和新郑市质监局工作人
员一起往村里面赶，因为村干部和
村组宣传员十几个人还在村委会等
着他们回去讲授食品安全课。

柴松琴目前为双重身份，不但
是村支部书记，也是新郑市质监局
的一名食品安全义务宣传员。一直
以来，农村都是假冒伪劣食品制售

重灾区。针对这一难题，今年以来，
新郑市质监局通过聘任村支书为食
品安全宣传员、工作人员每周二定
期下沉、牵头相关职能部门组团入
村等措施，加强农村食品安全监管，
提升村民安全意识，做到群防群治，
将食品安全隐患围剿在最基层。

目前，新郑市质监局已经在全
市 5个乡镇聘任了 40多名食品安
全宣传员，组织专业人员对其培
训，已成功为村民协调处理投诉 7
起，解决群众举报4起。

新郑织密食品安全网
村支书成义务宣传员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张丽娟）“告别失眠、轻松入睡”、

“说说减肥那些事”……这些关系
群众身体健康的话题正通过医务
工作者在社区里传播。日前，记者
从巩义市了解到，今年以来，巩义
市卫生系统共在全市社区开展健
康大讲堂活动106场，受益群众超
过万名。

今年，巩义市卫生系统在全市
范围内启动了义诊宣传和健康大
讲堂活动。各医疗卫生单位走进

社区、深入居委街道开展居民疾病
普查调研工作，下基层到各办事处
宣讲老年保健、妇女保健、儿童保
健知识，为广大居民进行健康知识
讲座。同时还多次举行大型义诊
活动，派出各类专家对行动不便的
五保、低保户亲自送医送药上门
等。截至目前，巩义卫生系统共开
展健康大讲堂活动106场，免费为
市 民 做 心 电 图 1000 人 次 、B 超
1000人次，测血糖2000人次，受益
群众万余人。

健康大讲堂让万名群众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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