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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乡村魅力发现乡村魅力

沿着这家农户门前的小路向村里走去，
一面面刷白的墙壁上都有不同的素描画，岳
母刺字、开山救母、放牛归来等等内容，配有
一些毛笔书写的诗词文字，还有一些村规民
约。米村镇党委副书记翟景伟说，朱家庵村
虽然地处偏远，但是景色宜人，是郑州市林业
生态村，河南省美丽乡村，村里还有不少人能
写会画，从事书法研究。于是，在最近一次扮
靓村舍的行动中，他们找来村里的书画爱好
者，在农家的墙壁上画上了素描。

素描墙，并不是这里山村农舍“文艺范
儿”的唯一内容。素描墙的对面是村口一处
小游园，几棵碗口粗的杏树洒下浓密的绿荫，
遮挡住石凳上的阳光。游园一角的入口处，
是一块一人多高的红色山石，上刻“和谐”二

字。石块不加修饰，自然敦厚，刻上苍劲有力
的毛笔书法，浑然天成，别具一格。村支书慎
有安带领大家在村里转了一圈，看到了十几
处这样的石刻景观。

慎有安说，几年前村里申报农业生态村，
大伙儿从南阳运来几块大理石做景观，后来
村民们觉得这些石头与村里农舍田园风光很
是协调，就先后运来十几块，每块石头上刻的
字都是村里人自己写的书法，内容有“人杰地
灵”、“为人民服务”、“水利工程”等等。

村里的一处空地上，施工人员正在紧张
忙碌。慎有安说，这里正在建设一个新的村
民文化大院，其中包括一个反映农耕文化的
农耕博物馆。新密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指挥部
负责人介绍，朱家庵村是新密市城镇化建设
中的特色保留村，城镇化进程中采取升级改
造的办法，以提升村庄卫生管理水平，优化村
庄环境为主，保留原有自然风貌。正如村支
书所说：“山里农民住的是农村，但农村有农
村的美，这就是乡愁之美。”

山村里的“文艺范儿”
本报记者 张 立 文/图

一处粉墙上画的是“岳母刺字”的故事。

一块一人多高的红色山石立于游园一角,上书“和谐”二字。

“不疯魔不成活，爱石头几近成痴……”
这是登封人陈怀玉的好友形容其爱石成疯
的经典之句。登封四面环山，独特的地域
优势，使得陈怀玉深深扎根于山石丛林
间。多年来，陈怀玉怀揣着一份执着与坚
持，踏遍登封每一寸山林，只为寻找心中最
中意的珍藏。陈怀玉说，痴迷石头的过程
更像是过活人生，每一次整装待发，都是一
次自我认知。“令我更加坚信笃定喜欢石

头，并痴迷成疯。”
日前，记者走进陈怀玉的浩玉斋奇石馆，

里外套间几十平方米的屋内，摆满了大小不
一、形态各异的石头。有大气磅礴的嵩山国
画石、纹路自然的山水石、形象生动的三叶虫
化石。迄今为止，他的藏品数量已达数千
种。提及藏馆内的石头，陈怀玉滔滔不绝，爱
石之情溢于言表。据陈怀玉介绍，嵩山石头
种类繁多，“足不出户，你透过石头就能看到

嵩山数千年的变化，瞬息繁衍，石头便是最好
的证明。”陈怀玉指着门口的国画石说，每一
个石头形态都是独一无二的，都能代表一段
历史，而嵩山国画石更具代表性。

1963 年，陈怀玉出生在登封市东华镇。
儿时，小小的石头子儿陪伴了他整个童年。

“约上邻里伙伴，抓石子玩起来便是一整天。”
回想起年少时美好的童年，陈怀玉露出微
笑。随着时间流逝，刻印在他脑海中的石头

却成了幸福的代名词。如今，参加工作多年
的陈怀玉，最大的爱好便是与家人、石友相约
外出旅行。陈怀玉告诉记者，他挑石头完全
归于自我喜好。一块石头在他人看来，或许
分文不值，于他则不然，相中了便是缘分。

据陈怀玉介绍，嵩山石头包罗万象，种类
繁多，“像嵩山国画石、嵩山玛瑙、嵩山水晶、
嵩山美玉，都属于嵩山石头的范畴。”如今，陈
怀玉决心将嵩山石头加以创新，与之嵩山文
化相融合。在其藏品阁内，最显眼处赫然陈
列着极具代表性雕刻的少林山门和三教九流
图，以及中岳庙铁人、万马奔腾的骏马及嵩山
国画石等。

陈怀玉坦言，嵩山石头作为嵩山文化的
代表，相互交融，已不仅仅是文化名片而言，
而更多是在传承一种文化。

一季草莓赚了20多万
“你再早来一个月，这里到处是

人山人海的，新鲜的草莓让你尝个
够。”在西村镇滹沱村黄会章包的 400
多亩的土地里，种植草莓的大棚有 6
个，说起自己的草莓园，黄会章显得
很兴奋，“过年的时候，每斤都卖到50
元一斤，最多一天卖过 1.5万多元，几
个月的时间，就赚了20多万元。”

“这些草莓都是用农家有机肥种
植的，没有打一点药，并且我们还定期
给草莓喷洒牛奶，经过喷洒牛奶的草
莓不但抗病能力增强，而且果子成熟
的时候还有奶香味。”黄会章说。

一场天灾让他一无所有

在西村镇，熟知黄会章的人提起
他，都说他是个大能人。

因为黄会章讲信誉重质量，很
快，他的生意就做到了北京、上海等
国内的大城市。2013年，有了一定积
蓄的黄会章开始进入有机蔬菜大棚
种植，当年他投入100多万，建成了35
个大棚，主要种植西瓜。

育苗非常成功，但 4 月的一场大
风，让他的希望瞬间化为了泡影。大风

不但刮塌了他所有的大棚，而且刮坏了
西瓜苗，让他血本无归，辛辛苦苦十几
年赚到的钱顷刻之间化为了乌有。

一年时间重新崛起

灾难没有压垮黄会章，在当地党
委政府的支持下，他又重整旗鼓。

2013 年，黄会章贷款 100 多万元
重新投资种植业，38个标准大棚拔地
而起，为了更好更专业，这次他还专
门请到了省农科院的专家周思领，他
不但要干，而且要干得更好更像样。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间，黄会章
大棚种植草莓让他重新找回了自信。
除此之外，他还在自己的苗圃周围还
拓展了400多亩土地，不但种植各种树
苗，而且种植草莓、西瓜、芹菜等有机
蔬菜水果，这些不仅让他在不到一年
的时间还清了贷款，还购买了一辆宝
马越野车。黄会章告诉记者：“就想让
人家看看，咱种地照样能发财。”

黄 会 章 有 更 长 远 的 目 标 和 规
划。他说，下一步要拓展更多的土
地，建成高效观光农业，不但要让自
己挣钱，而且要带领更多的乡亲们
挣钱。

本报讯（记者史治国通讯员史菊敏
张玉净）日前，随着输水洞闸门慢慢提起，
来自丁店水库的水源奔涌而下，经过8.8
公里到达下游楚楼水库库区。此次放水
将持续一周时间，预计放水量达100万立
方米，为荥阳安全度汛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根据气象专家预测，荥阳今
年的防汛形势不容乐观，鉴于目前丁店
水库蓄水较多，水库防洪压力较大，为防
止出现极端天气、特大暴雨给丁店水库
安全度汛带来影响，同时下游楚楼水库
正处于低水位运行状态，根据郑州市下
达的2014年汛期调度运用计划，荥阳市
水务部门采取联合调度，统一协调。此
次丁店水库开闸放水，一方面可腾空库
容迎纳上游洪水，另一方面可为下游水
库补给水源，增添“新鲜血液”，同时还为
沿途周边植被提供了涵养，生态环境得
以改善，可谓一举三得。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象乾
张艺雯）昨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该

市各项防汛工作全面展开，已经组织到
位的防汛队伍、物资，可以随时启用应对
各种突发情况。

据了解，新郑市境内现有双洎河、黄
水河、沂水河等10条主要河流，18座拦河
闸坝，22座在册水库。为确保主要河道堤
防不决口，中小型水库不垮坝，城市安全
度汛，以及主要交通干线正常运行，工矿
企业正常生产等，该市要求相关单位确保
各级排水沟渠畅通，力争做到设计标准内
降雨不成灾，超标准降雨及时抢排、提排。

为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该市还
要求将防汛工作提前做到位，组织群众及
时清除沟河内的路埂、堵坝、树木及其他
阻水建筑物，保证排水出路畅通；对排涝
沟河上修建的各类设施认真检修，保证涵
闸等启闭灵活。

经过前期紧张准备，目前，防汛物资
储备已基本到位，并组建了1.2万人的抢
险群防队伍，6 支专业防汛队伍应对可
能发生的汛情。

易地改善群众生活

具茨山两村将进行扶贫搬迁
本报讯（记者高凯）近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具茨山

上的柿树行、大槐树两村将进行扶贫搬迁。就相关事宜，新
郑市主要领导深入当地与具茨山管委会班子成员、两村干
部、村民等进行了座谈，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广泛支持。

柿树行、大槐树两村扶贫搬迁对当地村民来讲将是长
期受益的。地处山区的两村，由于基础设施不健全，交通、
饮水、就业、就医等多个方面存在亟须改善的问题，尤其是
村中经济发展和村民收入更是远落后于主要城区。成功实
施扶贫搬迁后，一系列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

为确保两村扶贫搬迁工作办成惠及村民的“福利工
程”，该市提出要充分考虑两村未来的发展和致富，要求两
村与经济实力较强的辛店镇新市镇建设紧密相结合，尤其
要把扶贫搬迁工作中涉及群众的就业、创业、社保、文化惠
民等工作做好，确保群众生活得到改善。要重点研究土地
流转问题，与文化旅游项目相结合，鼓励村民通过合作社统
一调配资源，发展现代农业项目，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引导
村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同时，该市还要求有关部门做好搬迁范围内的文物古
迹、植被、岩画等的保护工作。根据计划和安排，柿树行村、
大槐树村搬迁安置小区的建设工作将在近期启动，力争明
年中期前后实现搬迁村民入住。

巩义石窟拓片洛阳开展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张景龙）记者昨日从巩义市

文物和旅游局获悉，《唐代洛阳展》暨《巩义石窟拓片精粹
展》日前在洛阳博物馆开展。

该展览由省文物局主办，洛阳博物馆和巩义博物馆承
办，共展出唐代各类珍贵文物120余件套，涵盖金银器、陶瓷
器、唐三彩、隋唐墓葬壁画、石刻造像等众多品类。此次展出
代表了河南出土唐代文物和石窟拓片艺术的较高水准，其中
不乏国宝级文物，展出文物还将赴瑞典进行文化交流。

据介绍，《巩义石窟拓片精粹》展出了巩义石窟寺北魏
时期及少量北齐时期佛教题材造像的大型拓片共 43 件
（组），其中包括被誉为“中国第一北魏飞天”拓片及北魏皇
帝皇后礼佛图拓片等珍贵文物。与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相
比，巩义石窟寺虽然规模较小，但其结构紧密、内容丰富且
设计更为具有整体性和艺术性，尤其是飞天造像、帝后礼佛
图都保存较为完整，为研究北魏佛教史、艺术史和石刻造像
史提供了珍贵资料。2013年 10月，《佛国墨影——巩义石
窟寺拓片台湾展》曾在台湾成功举办，产生较大影响。

新密将建节能环保产业园
本报讯（记者张立）6月20日上午，新密市节能环保产业园

发展规划评审会在新密召开，与会专家评审通过了这份由新密
市发改委和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共同编制的发展规划。

规划中的新密市节能环保产业园区地处新密市产业集
聚区，在交通运输、仓储物流、信息通信等方面受到航空港
区和航空经济综合实验区的辐射带动。园区发展的区位优
势明显。近年来，集聚区围绕环保装备制造业，积极开展招
商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一批骨干企业入驻园区，为新密市
节能环保产业园的发展提供了扎实的产业基础。

评审中，规划设计方汇报了节能环保产业园概念规划及发
展总体思路和目标。各位专家和职能部门就新密市节能环保
产业园发展规划进行了讨论，就未来的发展规划提出了意见。

新密市负责人表示，节能环保产业园是新密新区发展
环保产业的重要载体，新密市将把技术进步作为节能环保
产业园发展的重要措施，加大对园区企业的技术装备、生产
工艺改造的投入，加快环保技术、技能技术和资源循环利用
技术的开发、引进和推广应用。

邱堂村的“夜生活”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徐 亮

连日来，每当夜幕降临，中牟县大孟镇邱堂村的村民
们就会三五成群地围坐在门前路灯下，尽兴地下象棋、玩
扑克，青年男女伴随着音乐的旋律嗨起卡拉 ok，村妇们踏
着优美的舞步翩翩起舞，村委大院的戏迷们也敲响了锣
鼓……70多岁的吴学兰老太太风趣地说：“俺庄稼人也学
会了城里人的生活方式。”

邱堂村有 1537口人，过去由于集体经济薄弱，村容村
貌是全镇出了名的“脏、乱、差”，村民们的文化生活更是贫
乏。为改变这一现状，去年 10月，新任支书李书领自筹资
金83万元，带领干部群众施工3个月，将全村6条大街、7条
小巷铺成了水泥路，家家户户门前安上了路灯，并建起了文
化大院。平坦的街道，雪亮的灯光，既为群众带来了清爽的
环境，又给全村制造了诸多休闲乐趣。

为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今年初，村两委特意把豫剧名
家和歌舞团请进村里，借“搭文艺演唱平台，唱发展经济大
戏”，将村民内在的“本能”和欢乐激发并释放出来。为此，
村里购置了多项休闲娱乐器材，组建了“腰鼓队”，成立了

“秧歌队”，村妇们也自发组成了“健身舞队”，村里并准备筹
建一支具有传统特色的民间艺术表演队。

当下，村民们无论白天再辛苦、干农活多劳累，每到晚
上都要到街上尽情娱乐，用他们的话说：“这叫丰富俺庄户
人家的‘夜生活’。”

日前，荥阳“善在我心”千人现场绘画大赛在该市体育馆举行，当天共吸引1200多名小朋友参加比
赛。根据他们自己对“善”的理解，画的内容有捐款、有扶老人过马路、有拾金不昧等。图为一个小朋友
在展示自己的作品。 本报记者 史治国 摄

给文物加上“二维码”

新郑博物馆自助游升级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张艺雯 朱少奇）“二维码”

扫描方便了生活和沟通，记者昨日在新郑博物馆看到，就连
文物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二维码”。观赏文物时，游客只需
要一部手机，就能在移动状态下查看文物的历史信息。

在博物馆内馆内，记者看到，前来参观的游客正用手机
对着一件文物进行扫描，而整个过程花费不到一分钟时
间。博物馆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二维码”扫描非常方便，
游客在参观馆内藏品时，只需在手机上下载安装一个“二维
码”识别软件，就能查看对应藏品背后的名称、典故等信
息。这其中，除了图片和文字，它还能提供音频、视频介绍，
比随身带着讲解员还方便。

据了解，新郑市博物馆内61件珍贵藏品全都贴上了二
维码标签。

开着“宝马”去种地
本报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赵剑锋 文/图

宝马车旁就是黄会章的水果蔬菜大棚，他每天都会来到这里，在劳作中规划更广阔的未来。

荥阳丁店水库放水一周迎汛
新郑多措并举确保汛期安全

嵩山“石痴”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付晓文

朱家庵村是新密市米村镇西部
一个偏远山村。炎夏的上午走进这
里，第一感觉是寂静而安详。刚到村
口，一户农家洁白墙壁上的素描画映
入眼帘。墙上画的是二十四节气之
一的小雪，黑色油彩在白墙上勾画出
两个孩子雪中玩耍的场景，素雅清
新。

草莓刚刚过季，巩义市西村镇滹沱村的黄会章也难得有
工夫偷下闲，放下手里的农活与记者聊起了家常。说起今年
的收成，黄会章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都说种地不赚钱，都嫌
种地太辛苦，但你很难想象就靠种地，几年的工夫，黄会章就
把地种得风生水起，还开上了宝马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