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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乡村魅力发现乡村魅力

本报讯（记者 张立 文/图）8 月 18 日
18 点 08 分，发往新疆乌鲁木齐的“密耐
118”次列车从新密车站发车，专列共 45
节车厢（如图）。这是从新密发出的第一
趟耐材专列，也是新密车站 1958 年建站
以来发出的首趟耐材专列。

耐材是新密工业支柱产业。起源于
1958 年，经过 5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产
品涵盖钢铁、水泥、有色、玻璃、石化等 9
大门类，其中水泥、玻璃行业用耐材占全
国的 50%。目前，该市共有耐材主体企
业 97家，从业人员 8万余人，年产耐材制
品近 1200 万吨。以往，新密耐材外运绝
大部分采用汽车运输，成本高、周期长、
能耗高。

今年以来，受下游产业影响，新密耐
材产业面临巨大市场压力。为帮助企业
转型升级、渡过难关，新密围绕打造国家
千亿级新型耐材产业基地的总体目标，编
制规划、制定措施，其中，变汽车运输为火

车运输，依托新密车站建成区域性绿色耐
材运输基地是一项重要措施。此前，新密
市科工信局与新密车站多次协商对接，促
成耐材专列的开行。

据介绍，这趟发往乌鲁木齐的专列
共装运耐材 3000 吨，据粗略计算，比较
汽车运输，每吨大约节约运费 40 元，一
趟就节约运费十几万元。为了方便企
业，新密车站实行“门到门”服务，货主只
要拨打服务电话，铁路方面负责从工厂
到发货火车站以及目的地火车站到收货
方的全程服务。下一步，新密车站还筹
划开通集装箱上门服务，以进一步节省
企业货物装运成本。

新密车站是有数十年历史的老站，多
年来一直以煤炭运输为主业。近年来，随
着煤炭产业的逐步萎缩。车站正在寻求
新的市场增长点。新密车站副站长贾国
强表示，此次耐材专列的开通仅仅是个起
点，近期还将有多列耐材专列发出。

降低运输成本 建成绿色通道

新密开出首趟耐材专列

在中牟县黄店镇冉家村东约 1 公里
处，寿圣寺双塔屹立于此，无声诉说着跨越
千年的风风雨雨。

昨日，在寿圣寺修缮现场记者见到，4座
绿树掩映着的大殿堂，琉璃金顶，斗拱飞檐，
一尊宝鼎前，矗立着两座古塔，巍峨壮丽，气
势雄伟。78岁的冉小水老人站在大殿门口
说：“别看这寺小，逢月初一、十五节气来朝
拜的香客可不少。”冉小水是冉家村民，8年
住守寺内日夜看护，人称“双塔卫士”。

据冉小水介绍，寿圣寺皇封赦建，建于
唐，兴于宋，寺内建有双塔，亦称双塔寺，距
今约1300多年历史。寺宇毁于1950年，只
有双塔傲然挺立。

双塔建筑为楼阁式样，呈等边六角形；
但不同的是西塔高30米，7级重檐飞突，有
上千个砖刻坐佛浮雕；东塔高18米，4层各
级单檐，则有道教文化的纹饰图案，而且双
塔均无塔顶，又无碑文和史料记载，由此派
生出许多民间故事。

相传唐初天下方定，太宗李世民得知中
牟县南的双凤岗(今双塔岗)为龙脉之地，于

贞观二十二年即公元648年下旨赦建寿圣
寺，并派得力大臣尉迟敬德监工，铸神身、塑
佛像以镇真龙天子出世。到了宋代，宋太祖
赵匡胤曾落难寿圣寺，得方丈施救才逃脱劫
难。后赵匡胤拨重金重修寿圣寺，建造双
塔。据说，宋太祖闻听双凤岗上落下两只凤
凰，甚是惊恐，“凤凰转世是娘娘，娘娘出世
必出真主”，便以修建两座宝塔，塑玉皇大帝
金身、铸一尊大铁佛共同镇压双凤岗，严禁
娘娘出世。但因修塔工期一再延误，加上金
兵南犯，双塔未封顶就搁置下来。

据冉小水老人介绍，寿圣寺鼎盛时期，
寺内和尚多达上百人，庙地 540多亩。寺
殿毁于 1950年，九通石碑四散各地，当时
仅一通碑在塔西冉家村井台上，其碑文被
中牟县文化馆的毛广钦老师抄录。碑文记
载，寿圣寺双塔乃仿唐尉迟敬德的双鞭建
制。寺院五顷多地被分给附近的圪垱街、
后李家、袁家、郝营、冉家5个村。

“来来来，这边请。”66 岁的冉小轩老
人，正忙着引领香客和游人参观。大殿中
央，佛像前，一张张宝案上摆放着烛台香
炉，香火缭绕。前大殿供奉着四大天王，大
雄宝殿排坐着三尊大神，十八罗汉分排东
西山墙，西廊房为菩萨殿，东廊房是乐师
殿，43尊佛像，造型优美，栩栩如生。

说起修建寺殿，冉小水老人夸起了与
他同村、寺里的文物管理员冉刚敏。2003
年，冉刚敏靠种田富裕起来后，无数次去县
城，跑郑州，为申报修建寺院一事忙碌奔波
并捐款。冉刚敏如今年过半百、已满头白
发。谈到寺院的发展他津津乐道，寺里正
筹建后大殿，规划在 110亩佛地，建 500罗
汉林、万佛殿、3层灵霄宝殿、一尊高约25米
的白玉观音像，并逐步修建藏经楼、钟鼓楼
和方丈楼，创建一所独具特色的寺院。

跨越千年的
寿圣寺双塔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徐亮 梁三喜 文/图

寿圣寺正在进行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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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7 月，陈曦洛阳师院
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回到了故
乡，与邻村的史凯结识并很快步
入婚姻的殿堂。史凯一家常年
都在杭州，在那里经营着一家生
产建筑特种装备的公司。作为
家里的长子，家里的生意主要由
史凯打理。

婚后的陈曦放弃了跟丈夫
到杭州生活的机会，决定在家乡
打拼出一片天地。常年漂泊在
外的史凯一直渴望回归，然而，
手头生意一时无法走开，只能留
陈曦一个人在家创业。陈曦先
后到浙江、新疆、重庆等多个地
区实地考察，发现葡萄市场需求
大，产量高价格好，不失为一个
好项目。

2009年8月，陈曦承包了广武
镇丁楼村400亩土地作为水果基地。

万事开头难。绑苗抹芽、打
尖定枝、喷施药物……这些看似
简单的葡萄管理技术，对于陈曦
来说完全陌生，为此，陈曦白天
在田间摸爬滚打，带领工人摸索
种植，晚上上网学习葡萄种植技
术视频，恶补专业知识。为了丰
富管理经验，郑州市农科院留下
了她躬身求教的身影；为了尽快
掌握农机操作技术，陈曦和雇佣
的工人轮番上阵练习，腿上被旋
耕机打出过血口，胳膊上留下过
铁丝的划痕。2013年，史凯将杭
州的生意转交给弟弟经营，自己
回乡跟陈曦一起经营葡萄园。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
葡萄 树在陈曦的精心呵护下，长
得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成活率
在 95%以上。今年，葡萄进入盛
果期，亩产达到1000公斤。步入
葡萄园，一行行葡萄架整齐排
列，一串串葡萄挂满了枝头。在

现场，往来穿梭的车辆、忙忙碌
碌的工人构成一幅生动画面。

“这个是阳光玫瑰，吃的时
候要连皮一起嚼，玫瑰独有的香
味会让你根本停不下来。”正在
地里忙碌的陈曦说起葡萄的种
植头头是道。目前，葡萄园引进
的有冰糖手指、阳光玫瑰、黑巴
拉多、红地球等多个国家的优良
葡萄品种。葡萄种植一般无大
小年现象，产量稳定，葡萄的种
植效益较为可观，每亩可获得两
万元的收益。

看到陈曦种植葡萄获得成
功，丁楼村的群众也萌发了种葡
萄的念头。面对村民的期盼，陈
曦来者不拒，手把手传授葡萄的
种植技术，还邀请专家和葡萄种
植能手给他们讲课，提高他们的
种植水平。为了提高规模效应
和竞争力，陈曦到镇工商所注册
成立了“葡萄合作社”，吸纳全村
有意种植葡萄的村民为社员，带
领大家共同致富。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丁伟）近期，中牟县看守所为300余
名在押人员进行身体检查，并建立
详细的个人身体健康检查卡。

为保障在押人员生命健康权
益，杜绝传染性等疾病在监区内传
播，中牟县看守所加强卫生防疫教
育，定期喷洒消毒，减少病源入口、

严把饮食卫生关的同时，主动联系
中牟县防疫站对看守所在押人员进
行身体健康检查。

医务人员为在押人员进行常
规检查，血脂、血糖等各项指标，对
患有疾病的在押人员给予详细检
查，嘱咐他们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
的事项。

中牟县看守所为在押人员体检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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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乔甫）市政府近
日公布了市历史文化风貌特色村和
市自然生态风貌特色村拟认定名单，
即日起征求社会意见，接受社会监
督。本月31日前，市民都可以拨打
电话67178601提出您的意见、建议。

日前，市政府印发《关于加强全
市历史文化风貌特色村和自然生态
风貌特色村保护发展的意见》，力争
到 2020年，历史文化遗址遗迹和自
然生态环境得到充分修复和保护，
历史文化风情浓郁，自然生态环境
优美，村庄水、电、路、气、暖、垃圾处
理、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比较健全，努力打造
一批全省领先、全国知名的“宜居宜
业宜游”美丽村庄。

郑州市历史文化风貌特色村
（共 38个）：登封市君召乡黄城村、
石坡爻村、君召村、胥店村，卢店镇
景店村，徐庄镇柏石崖村，大金店镇
大金店老街，颍阳镇刘村、李洼村，
中岳办事处北高庄村，少林街道办
事处耿庄村；新密市米村镇范村，刘
寨镇吕楼村，来集镇李堂村，苟堂镇
方沟村，超化镇栗林村，城关镇南街
村，平陌镇香山村；荥阳市广武镇苏
寨村、霸王城村、张河村，高村乡油
坊村，汜水镇汜水村、口子村，豫龙
镇赵家垌村、京襄城村，王村镇苌
村，高山镇石洞沟村，索河办事处城
关村（老城），崔庙镇索坡村；新郑市
辛店镇人和村，郭店镇华阳寨村；中
牟县官渡镇官渡桥村，雁鸣湖镇朱
固村；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台肖村、
杨桥村；高新区双桥办事处岳岗行

政村小双桥自然村，沟赵办事处西
连河村。

郑州市自然生态风貌特色村
（共 28个）：登封市大冶镇周山村、
垌头村、朝阳沟村，君召乡红石头沟
村，颍阳镇宋爻村，白坪乡寨东村、
寨西村、程窑村、南窑村；新密市袁
庄乡郑冲村，米村镇朱家庵村、金井
沟村，牛店镇月台村，苟堂镇申门
村，超化镇草庙村，岳村镇土门村；
荥阳市高村乡刘沟村、竹川村，豫龙
镇毛砦村，环翠峪管委会二郎庙村，
刘河镇王河村；新郑市龙湖镇泰山
村，辛店镇北靳楼村；中牟县官渡镇
十里铺村；二七区侯寨乡樱桃沟社
区；金水区兴达路办事处来童寨村；
惠济区花园口镇石桥村；航空港区
冯堂办事处高家村。

意见明确指出，对被认定为全
市历史文化风貌特色村和自然生态
风貌特色村的村庄，不宜大规模整
村推进农房改造建设，切忌搞破坏
性开发建设。同时，正确处理保护
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关系，利用传统乡土建筑如
古民居、古祠堂、古桥梁等载体，着
力培育村落的文化休闲旅游项目，
建立和完善必要的服务设施，培育
和发展乡土文化体验、寻祖探访等
历史文化休闲旅游产业，适度开展
具有当地特色的田园风光游、现代
农业体验游等产业项目，为村庄经
济发展培育可持续增长点，实现强
村富民目标，使生活在古建筑中和
田园风光中的群众同样能享受到现
代文明的生活。

66个拟认定特色村公布
向社会征求意见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张
琪）近日，记者从“红枣之乡”——
新郑市了解到，该市将于9月6日至
10月7日在好想你红枣科技示范园
举办 2014 中华枣乡风情游暨第十
二届好想你红枣文化节。目前，各
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科学引导
下，新郑红枣的种植、加工快速形成
产业，尤其是在全国第一家红枣上市
企业——好想你公司的带动下，很多

当地群众还通过红枣种植、加工，成
功走上致富道路。为了进一步推动
红枣产业壮大和推广红枣文化，新郑
市每年都会举行红枣文化节，来展示
红枣培育和种植的成果。

根据安排和部署，在 2014年红
枣文化节上，游客可以到中华枣文
化博物馆、万佛苑、现代工业参观长
廊、红色枣园展等进行游览，也可以
到采摘园区、红枣餐厅享受农家美
味，并参与各种活动。

新郑下月开启枣乡风情游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
者从巩义市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市
以打造现代产业新高地为目标，加快
商务中心区建设，截至目前，商务中
心区开工建设项目32项，计划投资
5.6亿元，现已完成投资3.56亿元。

据了解，巩义市商务中心区位
于新城区，东起白云山路、西至锦里
路，南起杜甫路、北至新兴路，规划
面积 1.86平方公里。目前，巩义市
商务中心区建成区面积约 1.5平方
公里，累计完成投资193.25亿元，公

共绿地面积36万平方米，服务业企
业、个体经营户616家。

今年，巩义市把商务中心区建
设作为加快发展服务业的主要载
体,围绕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和区域
服务功能增强,大力开展招商引资，
着力加快城市综合体建设和楼宇经
济发展。在今年已开工建设项目
中，九年一贯制学校、金岭大厦等项
目已基本完工，农村信用社大楼、明
泰综合商务楼、五耐科技大厦等项
目正在有序推进。

巩义加快商务中心区建设
今年已开工32个项目投资3.56亿元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李金苹 张延兵）近日，住房城乡建
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
土资源部、农业部、民政部、科技部
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全国
重点镇增补调整工作的通知》，决定
将全国 3675 个镇列为全国重点
镇。此次增补调整，我省共有 203
个镇入选，荥阳市广武镇、崔庙镇、
贾峪镇榜上有名。

依据《关于开展全国重点镇增
补调整工作的通知》确定的条件和
程序，荥阳市积极推荐广武镇、崔庙

镇、贾峪镇参加全国重点镇评选活
动。经过七部委专家组的最终评
定，三乡镇均被列入全国重点镇名
单，该市全国重点镇由 2004年的一
个（崔庙镇）增补为现在的三个，必
将为该市小城镇建设的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和机遇。

据悉，全国重点镇作为小城镇
建设发展的重点和龙头，在推进新
型城镇化战略、承接城市产业转移、
缓解城市压力等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将成为今后各地扶持小城镇发
展的优先支持对象。

荥阳三镇入选全国重点镇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巴
明星）近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该
市城后马安置区正式开工建设，项目
位于该市孟庄镇。

据了解，城后马安置区东临潮
河，北临华南大道，西距郑新快速通道
2公里，南邻107国道连接线，地铁2号
线临区而过，环境优美，交通便利。

城后马安置区是新郑孟庄镇实
施的第五个整村开发改造项目，项
目规划面积32万平方米，可安置城
后马村13个村民组，850户、3500多
人。按照项目建设要求，安置区建
设完成后将是一个生活设施齐全、
服务功能完备的高品质、现代化新
型社区。

新郑开建城后马安置区

荥阳市80后大学生
陈曦用双手实现了自己
的梦想——住进自己的
葡萄园。

葡萄园里的甜蜜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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