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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乡村魅力发现乡村魅力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
讯员 赵彦刚 文/图）中牟县教
体局昨日传来消息，今年，中牟
县新建、改扩建中小学17所，新
增教学班 190个、学位 8870个，
总投资 9674 万元，目前均已开
工，明年全部投入使用。

此外，中牟县新建幼儿园6
所，超过原定目标2所，新增教学
班69个、学位2142个，预计总投
资2568万元，目前，已全部开工，
预计明年6月可全部投入使用。

中牟县教体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中牟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将教
育作为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放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断加
大教育投入，大力推进中小学幼
儿园建设，改善中小学幼儿园办
学条件，努力提供更多的优质教
育资源。

为保障工作推进，中牟县专
门成立了中小学、幼儿园建设指
挥部，设立联席办公会议制度，专
题研究和解决中小学、幼儿园规
划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各职能部门积极配合，全力推进
项目建设，形成了政府统筹、部门
各负其责的教育工作格局。同
时，加强督导检查，并将学校建设
评估结果纳入年终考核，确保教
育发展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中牟新建改扩建17所中小学

新建的中牟县郑庵镇春晖小学。 新建的中牟县第六初中设施完备。

柏树枝繁叶茂，形似华盖，树干须两人
合抱，据杨书宾说“神柏”的树龄无人知晓，
据估计约在千年以上。自柏树被神化以后，
附近的村民家如有多病的小孩儿，母亲便会
带其来到柏树前，让孩子认柏树为“干娘”，
以寄托母亲对孩子健康成长的希望。

说起“神柏”，不得不提的是许村得天
独厚的地理环境。许村位于高山镇西北，
背靠青山，门迎绿水，村内有两条泉水相
汇而过，拥有 2380 多口人。优越的自然
条件使许村自明朝开始，就有多个氏族往
此地迁移，许村杨氏就是其中之一，杨氏
祠堂就坐落在“神柏”对面的山脚下。

杨氏祠堂建于 1938 年，祠堂院长 20
米、宽 12 米，上房长 6 米、宽 4 米，厢房长
8 米、宽 4 米，石墙蓝瓦，砖木结构，上房
脊兽以琉璃瓦装点，祠堂门上挂着“四知
宗范”的门匾。据史料记载，杨氏祠堂里
供奉的是东汉年间的杨震，是东汉著名
贤臣。“四知宗范”的门匾来自杨氏家喻
户晓的“四知堂”，出自东汉杨震的故
事。杨震五十的时候，是东莱太守。他
曾经举荐的王密，担任了县令，王密就趁
夜带了金银 10 斤，前来感谢杨震。杨震
拒收，王密就说：“夜里没人知道，就收下
吧。”杨震就说：“怎么没人知道，天知、地
知、你知、我知。”

杨震为官清正廉明，不受私谒，深夜
拒收金银，把清白正直的品德传给子孙后
代，得到了后人很高的评价，“为政以德，
廉为政本，尚俭抑奢，选贤任能”的传统廉
政文化也被许村人世代流传。

和杨氏祠堂有相同之处的，就是村中
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灵山庙。

灵山庙原名五星神庙，因许村王圣

瑞等人移庙、翻修后改名灵山庙。王氏
是许村大姓之一，也是明朝时期迁入许
村。由于社会原因，灵山庙曾被拆除。
后因王氏子孙为传承先人的初衷，又捐
资重建。如今，灵山庙四檐挑飞，五脊垂
兽，琉璃釉瓦，金光灿灿。庙门前百余级
台阶两侧的石板前面镌有二十四孝诗，
后面刻有国学中的勤学篇、励志篇、道德
篇、从政篇。庙后的墙壁上附有诗一首：
光影凌波映草花，参差十万隐村家。矫
昂兀傲云龙翥，圣帝神袛胙迩遐。庙内
供奉：文曲星、福神、禄神、寿神、财神，烧
香拜神的人门庭若市。灵山庙形制虽
微，但赋传统文化于一身，耸然壮观，成
为当地传统文化教育基地。

传统文化看许村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韩洋洋 文/图

杨氏祠堂历史悠久。

传说中的“神柏”。 气势雄伟的灵山庙。

在巩义市新中镇灵官殿村，一
提起张太保老人的孙子媳妇、全镇
孝老爱亲模范杜远玲，都会伸出大
拇指赞不绝口，都说张太保夫妇真
有福气！

张太保是个退休工人，今年已
84 岁，儿子张进才年幼时，在铁路
边玩耍，不幸被飞驰过来的火车轧
断了右臂，成了独臂残疾人，后来好
不容易娶了妻子，生下一个儿子后，
妻子受不了残疾家庭的苦难生活，

儿子两岁时抛弃了丈夫和幼小的儿
子离家出走。张进才以残疾之身既
当爹又当妈，在母亲的帮助下辛辛
苦苦把儿子抚养成人。2002 年家
住杞县的杜远玲和张进才的儿子结
婚，走进了这个不幸的家庭，成了这
个家庭的顶梁柱。

张太保在义马煤矿退休后，开
始还在矿上生活，在七十多岁时和
妻子赵金锁都需要人伺候的时候，
回到了老家灵官殿养老。2003 年

杜远玲生了一个儿子，她在家做饭、
照料孩子、农忙下地干活，每天还得
照顾爷爷奶奶的生活起居。

2005 年奶奶赵金锁患脑中风
瘫痪在床，舌头失去神经支配，不会
说话，连吃饭都不会卷曲下咽。杜
远玲每天三顿饭都得一勺一勺把饭
送进奶奶的舌头后边。奶奶长期卧
床，给奶奶翻身、洗脸、擦身子、换洗
衣服、打扫室内卫生，是每天都要做
的。杜远玲整整伺候了奶奶三年

多，直到 2008年奶奶病逝。刚刚轻
松了两年，2010 年，爷爷张太保又
因脑中风半身不遂，生活失去自理
能力。爷爷糊涂时，乱拉乱尿，她每
天打理，从不让爷爷睡湿被褥、穿脏
衣服，屋里也收拾得清清爽爽。晴
天时，她经常把爷爷扶到轮椅上，推
到外边晒太阳。在她无微不至的关
照下，爷爷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
得胖乎乎的，和健康老人一样，让知
道情况的人惊诧不已。

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困难，杜远
玲农闲时把爷爷和孩子托付给丈夫
和公公，自己去新疆摘棉花挣钱养
家。最近她和丈夫又干起了去赶集
赶会卖服装的小生意，她每天早上
四五点就起来做饭，给爷爷喂了饭，

自己再去赶集。晚上回来再给爷爷
公公做饭，天天如此，毫无怨言。她
伺候爷爷五年间，从没给爷爷高腔
说过话，总是想方设法逗爷爷高兴，
让爷爷心情舒畅。公公张进才在村
里毫不掩饰地夸杜远玲：“我的人生
不幸，但老天让我得到一个孝顺贤
惠的好儿媳妇，我满足了！”

这几年，巩义市开展孝老爱亲社
会养老模范评选，杜远玲连年在村、
镇当选。有人问她为什么对爷爷奶
奶那么尽心，她说：“我从小就受爹娘
的影响，我妈就是村里有名的孝顺媳
妇。况且这边我丈夫从小失去母亲，
是靠爷爷奶奶和公公养大的，我没有
婆婆，伺候他们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只当我是替婆婆尽孝的。”

孝贤孙媳杜远玲
本报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王荣安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梁冠山
文/图）日前，家住新密市青屏办亊处幸福
社区的退休女工余艳丽，在市区青屏山公
园展示了她的十字绣巨幅作品，赢得众多
晨练的市民驻足欣赏、赞口称绝。

余艳丽 2010 年从郑州一家事业单位退
休后，绣画成为她晚年生活的最大乐趣，坚持
执着追求十字绣工艺，酷爱程度使她经常废
寝忘食、通宵达旦。她先后用了长达三年时
间，终于绣出了一幅长6米、宽0.7米的《清明
上河图》。该作品由 82种颜色的彩线绣成，
前后用了大约 120万根丝线，光绣针就用断
了20多根。在该作品的画面上，可见大大小
小500多位人物栩栩如生，车辆、树木、马匹、
游船、房舍等景物轮廓分明，重现了汴京城当
年的繁华景象。另外，她还用了一年多时间
绣出了一幅长3.6米、宽1.5米的仿古名画《琴
棋书画》。

余艳丽的绣品做工精细、画面逼真、古香
古色、韵味十足、真实自然，令人有身临其境
之感。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
巩义市了解到，本报曾经报道过的巩义
市村医刘会转，因其扎根基层 40 多年出
诊从未收过出诊费的事迹受到社会广泛
关注，并于近日入选了 12 月份“中国好
人榜”候选人。

刘会转是巩义市紫荆路街道新沟村村
医，从上世纪 60年代末，便进入大队卫生
室当了一名赤脚医生。刚入行时，看到群
众生活贫困，缺医少药，在老医生的带领
下，刘会转自采自种中草药，用一根针、一
把草为群众防病治病，行走乡里。从那时
起，“让群众尽量少花钱看好病”便成了她
一生坚守的行医信条。40年来，刘会转以
治病救人为己任，耕耘杏林，服务人民，服
务患者，关爱弱势群体，深受群众好评。

退休女工三年绣出《清明上河图》巩义村医入选
“中国好人榜”候选人

巩义新增农业规模
经营面积4665亩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白晓东 庞莺莺）“有
地，机会也就来了。”日前，河洛中阳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
耕地 46亩，顺利完成了 14座钢骨架双拱大棚建设任务，
合作社负责人笑脸如嫣。记者了解到，在巩义市设施农
业奖补政策的带动下，截至目前，该市通过土地流转新增
规模经营面积4665亩，总面积达到13.4万亩。

据了解，今年以来，巩义市镇两级通过出台奖补政
策，争取项目资金等措施，全市土地流转工作有序开展，
农业规模经营不断壮大，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如西村镇
出台政策，对种植农作物 100亩以上奖补 3000元，种植
200亩以上奖补 5000元，今年，该镇新流转 641亩耕地，
发展粮食、蔬菜、果树等作物的规模种植。其中，西村村
田园种植专业合作社 137亩核桃今年进入丰产期，总产
达3万斤，收入8万余元，新流转的300亩耕地种植玉米，
亩产800斤，收入24万元。

数据显示：巩义通过土地流转新增规模经营面积4665
亩，总面积达到13.4万亩。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流转面积
86837亩，主要通过出租、转包、转让、互换等形式流转，其中以
出租形式流转的土地有58980亩，占流转总面积的67.92%。

新郑成立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站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巴明星）近日，记者从新

郑市了解到，为严格把关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该市正式
成立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站，将加强辖区水利工程项目的
把关和监管。

近年来，随着新郑市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加快，辖区水
利工程项目的建设投入也随之大幅增加。水利建设任务
日益繁重，工程质量问题、工程建设监管问题等也逐渐成
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为确保工程质量与安全，新郑
根据上级要求，借鉴外县市做法，结合本地水利工程建设
的实际需求，决定成立新郑市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站。

据了解，新郑市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站成立后，主要工
作是赴辖区在建水利工程现场进行质量监督、检测，防止
水利工程中出现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弄虚作假、违规操作
等违规、违法行为。如果发现有影响工程质量和安全的问
题，会立即要求有关单位进行整改。同时，该机构还将重
点建立在建水利工程巡查、抽查制度，以查处水利工程建
设领域中的违法行为，维护水利建设市场的良好秩序。

新密审减政府投资3.2亿元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崔建超）今年 1月至 11

月，新密市投资评审中心审核政府投资项目预算及招标文
件、施工合同共计277项，其中预算送审金额15.30亿元，
审定金额12.1亿元，审减3.2亿元，综合审减率达20.92%。

新密市投资评审中心自成立开展评审业务以来，严
格执行规范文件，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运用专业技术手段
对财政支出项目进行投资审核，在评审实践中坚持限时
办结制、评审核对制、定期询价制和评审回避制，通过严
把工程预算“依据关”、采购“预算关”、合同“签订关”
和工程量的“签证关”等四道关口，不断推进政府投资项
目各阶段动态控制。

2014年以来，财政投资评审业务在新密市进一步加
强，评审覆盖范围越来越大，从最初单纯市政交通房建等
基础设施扩展到农林水教科文卫等公益事业，评审业务
由最初的审核预算到现在的项目预算、招标文件以及施
工合同评审。

登封市产业集聚区获
“省最具投资法治环境”称号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景瑞敏）昨日，记者从
登封获悉：12月5日，由省工商联等单位举办的河南省第
二届“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护航产业集聚区和谐发展”高峰
论坛暨河南省最具投资法治环境产业集聚区颁奖大会在
郑州举行，登封市产业集聚区荣获“河南省最具投资法治
环境产业集聚区”称号。

据悉，“河南省最具投资法治环境产业集聚区”评选
活动于2014年开始评选，按照规划科学、产业突出、依法
行政等 10项评选标准，在全省 180个产业集聚区中评选
出30家“河南省最具投资法治环境产业集聚区”。

近年以来，登封市产业集聚区不断强化措施，不断提
升服务水平，全面加强集聚区发展环境建设，着力营造良
好的投资环境，有效促进了产业集聚区规范、健康发展。
实行首席服务官制度，每个项目由一名领导分包，并由两
名同志负责联系，深入项目建设工地，开展协调服务工
作。同时对入驻项目实行联审联批、全程代办等服务制
度，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严厉打击强买强卖、强装强卸、
寻滋闹事等干扰企业生产建设的行为。

我为正能量代言我为正能量代言

传说，中原之地有
一棵“神柏”，每每有新
官上任，都要来此拜
树。传说中的这棵“神
柏”就生长在具有传统
文化特色的荥阳许村。
为一睹“神柏”风采，记
者慕名前往，跟随村主
任杨书宾来到了这棵
“神柏”前。

巩义为环卫工人送上温暖礼包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康建忠）“我们举

起双手，把爱心礼包献给风里来雪里去的‘城市美容
师’。”12 月 5 日是第 29 个国际志愿者日，当天，巩义
市以向环卫工人赠送冬季保暖品等多种形式，开展
志愿者主题活动。

活动当天，来自巩义市文明办、住建局等各个部门的
志愿者向500多名一线环卫工人发放了包括耳暖、棉帽、
手套和口罩等物品的爱心礼包。“平日从来都没有享受过
这样的待遇，也不舍得花这样的钱，真的很感激。”面对志
愿者们送上的礼包，一名环卫工人连声表示感谢。

在巩义市区四个宣传点，志愿者们还挂起了交通安
全宣传条幅，倡导市民及驾驶员注意交通安全，并动员大
家在“摒除交通陋习、拒绝车外抛物、争做文明市民，争创
文明城市”的条幅上进行签字。据了解，爱心市民的每个
签字还将为环卫工人赢得5元的爱心企业捐款。

神 柏
祠 堂
灵山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