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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草屋、土坯墙，鸡屁股是
农民的‘小银行’，姑娘向外嫁，
小伙愁新娘……”

“别墅房、风景墙，青山绿水
变银行，家家有收入，户户奔小
康，社区栽下梧桐树，满天飞来
金凤凰……”

这两段顺口溜，形象地对比
出新郑市新型社区里的居民，从
村庄搬入社区后生活发生的巨
变。改变不仅如此，新郑市在社
区建设过程中，按照“一个主体、三
项权益”的要求，围绕算好“六本
账”，大力实施“美好家园新型示范
社区”建设，通过“比资产、比收入、

比配套、比就业、比保障、比管理”
六个对比，“真正实现了使群众搬
得进、不欠账、能就业、有保障”。

比资产、比收入
——腰包“鼓”起来
“以前人均住房面积最多30

平方米，现在家家户户免费分到
两套以上房，人均面积 60 平方
米，50平方米用于居住，10平方
米用于商业。”说起入住社区后
村民的个人资产，孟庄镇潮河新
城社区鸡王片区的文书王德才
一脸自豪。

个人资产增加的同时，集体
经济也在壮大。新郑市在社区
建设中，以“住宅+商铺”、“住
宅+出租房”的模式，使集体财产
从无到有，为农民找到了发展新
靠山。以龙湖镇林锦店村为例，
安置后该村留有4万多平方米的
商品房作为集体资产，增加集体
固定资产4亿元。

相比过去单一的收入方式，
现在多了集体性收入、财产性收
入、租赁收入、土地流转收入、工
资性收入等，村民们的腰包自然

“鼓”了起来。“以前我们这几个
村加起来也就十几辆汽车，现在

我们鸡王片区总共有260多辆汽
车。”据王德才介绍，原来该区域
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6840元，今
年达到了 1.39 万元。在社区全
部建成后，会达到2.3万元以上。

对于土地流转，梨河镇黄埔
蔡村村民切实感受到了其中的
甜头。该村 2000 多亩土地中，
80%完成土地流转。每亩地年租
金1300多元，比原来农民单纯种
地能增加几百元的收入。流转
出来的土地大部分用来发展供
港蔬菜，当地群众除了收益土地
租金外，在蔬菜基地打工每月还
有3000余元的工资收入。

比就业、比保障
——腰杆“挺”起来
“不当农民当工人，有工资

有社保，中，不赖！”前不久，龙湖
镇村民郭军令参加了一场该市
为失地农民召开的专场招聘会，
并与当地一家企业签订了就业
协议，这让他从失地农民“成功
转型”为工人。另外，在辛店镇
桃源社区的家政服务培训班、龙
湖镇东张寨社区的创业培训班，
孟庄镇鸡王社区的维修电工培
训班相继开班，失地农民在家门
口就能接受培训。（下转T2版）

文明生态文明生态··留住乡愁之新郑传统村落留住乡愁之新郑传统村落

“六对比”比出美好新生活
本报记者 刘佳美 高凯

新郑市区东街的亭旨胡同、八卦洞胡同、仁义胡同始
建于明朝，现多处遗存有近500年历史的明朝宰相高拱故
居的古建筑，有皇帝敕造并亲笔提名的鉴忠堂、设计奇特
的八卦洞……作者近日来到新郑市区东街，亲身领略了
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

智建八卦洞，免粮救新郑。从新郑市区的商业步行
街沿东街向西走约100多米，就来到远近闻名的八卦洞。
窄窄的胡同两侧，遗存有好几处大青砖建造的老房子，虽
然看起来饱经风霜，却让人产生一种厚重的感觉。52岁
的高拱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高鸿宾热心地告诉作者，“要
说八卦洞，就得先说说高阁老。”他指着周围一带的房子
说，从仁义胡同往北，还有八卦洞和东街北边的亭旨胡同
等地，都是高阁老的故居。

据史料记载，高拱于明正德年间生于新郑，出身官宦
世家，十七岁魁于乡，嘉靖进士，曾任吏部尚书、文渊阁大
学士，隆庆时为首辅，万历时为顾命大臣，是明朝中后期
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据老辈人讲，高阁老自
幼聪颖异常：“五岁擅对偶，八岁诵千言”。 虽官至相位，
但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体恤民情，更
不忘家乡父老。据传，建造八卦洞之举便是有力佐证。

八卦洞本名澄心洞达观亭。相传高阁老有一次回新
郑探亲，闻知久旱不雨，秋粮绝收，饥民流离，顿时心急如
焚。情急之下向皇上奏陈灾情，请解万民于水火，免纳皇
粮。在皇上要亲视灾情之际，当地既高兴又心焦：见驾之
事无上荣耀，但县衙连拿出隔夜之粮都捉襟见肘，大兴土
木建迎驾行宫更是让众人无计可施。高阁老慧心独到，
提议建造八卦洞。不足半月，一座五丈长、三丈宽、三丈
高没有大梁且造型别致的两层行宫，在县城东街南侧竣
工。底层的澄心洞石基铺地，有三个门洞，根据八卦阴阳
的说法，象征出三界外之意；上层是达观亭，四面设门，门
窗隔扇高大明亮。整个宫殿呈拱形，不用梁檩，暗喻免梁
（粮），造型精巧新颖。底方顶圆，宫分八室。正中大拱殿
意为天，后侧小拱室寓意为地。两端六室：水、火、雷、山、
风、泽呈“工”字形拱拱相套，左右逢源，浑然一体。 因澄
心洞达观亭的设计灵感是从阴阳八卦所得，民间又称八
卦洞。

皇上来到行宫，对外圆内方、斗拱相连的精巧设计和
内部尽显中原特色和风土民情的陈设，赞不绝口。高阁
老借龙心大悦之际请奏：“万岁看这大殿结构如何？”皇上
若顺口说出：“造型独特，只是没梁。”高拱便可跪地谢恩，
新郑也免却年贡皇粮。在身后大臣张居正低声提醒下，
皇上幡然大悟，幽默道：“此殿风格迥异，妙趣横生，只是
缺少了横棍。”听闻此言高拱大失所望。皇上念及灾情实
况，还是免去新郑一年的皇粮。之后，人们为缅怀高拱，
便把他的画像供奉在八卦洞中。虽然八卦洞于本世纪50
年代已拆除，“风沙前面刮，朝廷后面跟。明知没梁殿，
却说少横棍。”这首民谣至今仍在新郑代代传唱。

宅心仁厚让一墙，仁义胡同美名扬。沿胡同往南走约
100多米右拐，作者一行人便来到了通向南街的仁义胡
同。在胡同两边几株大树的掩映下，遗存的古宅子显得
更加静谧安闲。虽然屋砖早被风雨剥蚀，棱角尽失，但是
高耸的屋脊，依旧能彰显旧时主人的显赫和阔绰。当问
及胡同名字的来历时，高鸿宾告诉作者，胡同原先没现在
宽，只能过一辆架子车。早先这里住着高、刘两家人。因
盖房挖地基两家起争执并对簿公堂。高家一封家书将事
情原委告知高阁老。高拱在回信中规劝家人：“千里捎书
为一墙，让出一墙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
始皇。”高家见信后随即便让出了一墙（过去的墙约70厘
米左右宽）之地。看到宰相家人此番退让，刘家也主动让
出一墙之地。高阁老的仁义之举让两家人化干戈为玉
帛，也生发了这段百年佳话，从此也就有了仁义胡同。

作者王保建

新郑东街：
一代名相高拱故居

（上篇）

淮河路农民创业园：
“粮仓”里走出创业路

本报记者 刘佳美 高凯

位于新郑南部的梨河镇，是该市的传统农业乡镇，自然条
件好，土地肥沃，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产量高，可达到双千
斤，素有“新郑粮仓”的美称。

近几年，该镇更是以建设郑州市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为
抓手，打破传统种植模式，通过土地流转打造了独具特色的优
势农业，在郑州乃至中原地区都打出了名号，成为新郑现代农
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目前，全镇3.4万亩耕地，已流转2.8万亩，主要用于种植高
效绿色有机小麦、大棚无公害蔬菜、瓜果、苗木等，通过土地流
转，带动就业2000多人。

就业不愁门路了，可想创业怎么办？
于是，一个承载着农民创业梦想的项目应运而生——淮河

路农民创业园。
不同于传统概念上的创业“园区”，该镇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将农民的创业梦想“描绘”在新规划的淮河路“商贸街”上。
考虑到该区域北部连接新郑市区，南部紧邻镇区主街道，附近
建设中七里唐社区等近在咫尺，人口较为聚集，再加上街道两
端连接中华南路和107国道，交通便利，因此，这个围绕商业的
农民创业项目可谓“量身打造”。

在项目施工现场可以看到，40米宽的街道贯穿东西，沿街
两侧的楼房，一、二层为商铺，三至七层为住宅。据了解，该项
目于去年8月份开工建设，计划投资1.5亿元，规划占地120亩，
共有 19栋楼房 442间商铺。目前，一期项目已售出 90多间，年
底前可交工。二期工程一、二号楼主体已完工，明年7月份可建
成使用。

作为一条农民创业的商贸街，该项目除了配套有水、电等
硬件设施外，还从方便群众和商业的角度，做了细致的规划。

据项目工程师高建立介绍，考虑到商业街的特性，街道人
行通道每侧设计了 8 米宽，为了方便停车，规划机动车位 285
个，非机动车位1250个，并在多处设置人车分流。除此之外，为
方便群众购物休闲，项目还规划两处绿地广场，整个项目绿化
率将达30%。“镇里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把该做的工作都做细，让
创业的群众来了啥都不用操心，光想着咋做生意赚钱都行了。”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在此开启自己的创业路。家住
该镇高班庄村的高金伟，早早就下手买了一套商铺，并对将来
充满期待，“隔三岔五我都要来一趟看看进度，每次来都发现这
条街越建越好，早都等不及来这儿做生意了。”

放下镰刀，拿起算盘。可以预见，在通往商海的道路上，将
有更多的群众从“淮河”出发，扬帆起航！

近日，在位于新郑市新
港产业集聚区的光明乳业
集团内，技术工人正在做机
器的最后调试。据了解，总
投资5亿元的光明乳业集团
一期15条生产线已基本调
试完成，预计年销售收入可
达25亿元。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重点项目巡礼重点项目巡礼

本报讯（记者 刘栓阳 通讯员 左玉杰
文/图）近日，记者从新郑市社保局获悉，该
市第一批参保职工和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卡
共计8.5万张已制作完毕，正在陆续发放。

社会保障卡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障卡”，由国家统一规划发行，是
继居民身份证之后又一张带有“国”字头的
卡证，与原有社会保障卡相比，新的社会保
障卡具有电子凭证、信息记录、自助查询、
就医结算、缴费和待遇领取、金融支付等 6
项基本功能,可办理就业、社会保险、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
保险、人事人才、劳动关系等 9 类 105 项业
务。下一步，社会保障卡应用还将逐步扩
展到其他政府公共服务领域，真正实现“一
卡多用、全省通用”。

“好想你”公司荣获省非遗
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称号

本报讯（记者 孙瑞 通讯员 王健民）日前，新郑市“好想你
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被省文化厅命名为第三批河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并名列榜首。据悉，“好想你”公司
是迄今为止全省首家获此殊荣的上市企业，这意味着我省非遗
保护工作开拓了新领域，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项目“新郑大枣习俗与砑枣技艺”的保护单位之一，近些年来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政策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积极履行非遗保
护单位义务，建成并利用中华枣文化博物馆、“三农”博物馆和

“万佛苑”等枣文化宣传阵地，每年举办中华枣乡风情游活动，传
播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枣文化。按照“河南省农业科技园区总
体规划”，积极实施“新郑市农业科技园区”建设计划，以红枣产
业为主导，逐步建成万亩核心区，6平方公里的示范区和新郑市
周边地区的农业科技辐射区，并把中华枣文化传播和新郑枣树
栽培技艺传承作为园区建设内容，充分发挥上市企业优势，在

“新郑大枣习俗与砑枣技艺”项目生产性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引
领、示范作用，有效地推动了该项目的持续传承、繁荣发展。

新郑8.5万张社会保障卡开始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