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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助推发展的软实力，也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近年来，惠济区围绕“产业融合发展创新区、生态宜居宜业旅
游城”的战略目标，致力于打造以古荥大运河文化区保护开发为龙头，“文旅、商旅、农旅、工旅、康旅”五旅融合发展的
北部新城区。文化底蕴浓厚的惠济在历史上曾大放异彩，文人墨客不惜笔墨，成就了王维的《早入荥阳界》、李白的《登
广武古战场怀古》、韩愈的《过鸿沟》等传世杰作……当下众多“惠济文人”也追溯前贤，或诗或书，或曲或画，以更多形式
来吟唱他们心中古老、浑厚、壮美的惠济。《惠济时报》已陆续推出三期“我心中的惠济”系列报道，择优刊登当下诗、
书、画、文、影等人士赞赏惠济的作品，以飨读者，今天推出《印象·惠济》。 记者 蔺洋 通讯员 宋梦蝶

·惠济
■我心中的惠济 系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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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荷，惠济古树苑之荷也。五月乃
惠荷最盛时节，余弗敢错过，日日往而
观之，天天有所得，时时有所喜，乃作此
文以记之。

端午节过，碧叶张展，荷蕾争空，曲
流叠翠，群鸟翔飞，惠济古树苑乃闲适
怡情之佳境也。

越二日晨，步入古树苑，鸟鸣如乐，
幽径沾露，古槐烁金，矮樱绘彩，心喜
之。沿石径，穿花荫，临池观荷，突见一
红荷灿然开绽，远瞧近看，皆觉有脱俗
出尘之感。瓣片似展未展，含眸芸香，
逼取少女之羞涩也。蕊柱嫩黄，粉蒙莲
心，可观之，可闻之，可思之，可怡之，不
可触之也。

又一日，复观之，池内已是蕾朵相
映，明朗可数。有挺立托冠以尽展风采
的，有依恋相望而含情脉脉的，有敛气
聚形以饮露养容的，有叶花依偎而情真
意浓的。前日，读美文《情调女人》，乃
述女人应是风韵优雅、明睿通慧之灵

秀。现观惠荷，可谓情调女人之真实写
照矣。

今日再去，未到池边，已闻暗香阵
阵，犹如渺渺之乐音，飘拂袅袅，瘙痒心
海。我心大喜。在碧叶清漪之上，群荷
粉艳，明色耀彩，环曲径以婀娜，拥小桥
以俏丽，望高柳以铺绘，濯清涟以衬
影。凡绿柳、青松、堆石、小山、拱桥、亭
阁、皆为荷色花香而渲染生色。池中之
莲，因初夏而碧翠，无一丝之衰痕，肉嫩
脉清，真乃江南少女之霓裳也。花色则
百彩纷呈，赤则如焰，白则比玉，粉则似
霞，可熏仪心以濯尘灰矣。进而察花
型，有睡莲百层而藏蕊，有白荷硕瓣外
展以托绿蓬，有红荷合欢相聚以存清
香。凡大者则华彩四溢，竟比仪态。凡
小者则矜持秀丽，凭绿莲以养颐。更有
晨露晶莹，沾彩润香，能不已悦乎！

观今日之惠荷，以晨色最佳。然未
到最盛之时，仍有千蕾待放，实是缺
憾。过数日，可携众友来赏，共悦此塘。

古树苑荷意
□惠济区教体局 程红霞 欢小志

惠济，古朴淡雅而又清新明丽，既
有历史的沧桑与凝重，更有现代的生机
与活力……

秦汉时期，这里曾为水陆交通之中
枢，通南贯北，繁盛一时，后经魏、晋、南
北朝、隋、唐等，时运交替、几经浮沉，终
因古荥阳郡治西迁而渐被尘封，黯然间
繁华落去，只留下古城隍庙、汉冶铁遗
址、纪将军祠依然矗立，铭记着古城几
被世人遗忘的辉煌。

时运交替，斗转星移。如今的惠
济，顺应时代之大势，已逐步发展成为
宜居宜业宜游的滨河新城，在历史与现
实的交汇中展现着独特魅力。

道路两旁，幢幢高楼鳞次栉比，一
处处现代化、人性化、园林化的居住小
区遍地开花，新型城镇化开启了农村居
住生活的新革命。最爱骑单车在黄河

长堤上游历，放松身心、怀抱自然，看翠
堤两岸烟柳飞舞，听黄河湿地雀鸣莺
啼。或到南裹头一览浩荡金涛，或徒步
在邙岭山林中跋涉，在大河梁峁间体味
自然天成的粗犷。如今的邙岭三季有
花、四季常青，昔日的黄沙漫天已成为
绿色的世界，候鸟的家园。

迎宾路林荫道上高大的法桐，像一
个个健硕的卫士，衬托着黄河迎宾馆的
尊贵和威仪；思念果岭绿树掩映的林间
小墅，演绎着黄土地的另一番风情；丰
乐农庄的马拉湾水上乐园，令你在中原
大地感受大海冲浪的激情无限；还有黄
河岸边的农家菜肴、生态果园，古树苑
的亭台楼榭、古树鲜花……

爱上惠济，爱上这里的滴水片山、一
花一草；爱上惠济，爱上这片古老而年
轻的土地。

惠济印象
□惠济经济开发区 宋昊冉

我的家乡张定邦村位于惠济区西
北，地处黄河岸边的邙山峻岭。

十几年前的邙岭，还是一个荒山秃
岭，村庄被山岭环绕包围，只有一条崎
岖的山路，晴天黄土半尺厚，雨天泥泞
不能行。闭塞的交通制约着经济发
展，虽然人们辛勤劳作，还是没有摆脱
贫困的生活，成为郑州的“北大荒”。

村里农户散居在窑洞里，阴暗潮
湿，环境恶劣，时常有山体滑坡、窑洞塌
方等灾害发生。每到雨季，更是担惊受
怕。我的姥姥便是因山体滑坡命丧黄
土，村里还有两个孩子因窑洞塌方，生
命在十七八岁便画上了句号……

居住环境尚且如此，更不用提及生
活质量和上学了……想想往事，无不使
人心酸落泪。

今天，特别是近几年来，家乡人民
在村支书张太玉的带领下，依据地域特

性，招商引资，开山修路，植树造林，打
通多处通往村内村外的道路。同时按
照合村并点，土地集约使用原则，克服
艰难险阻，利用 5 年时间，使村庄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全部住上了3
层洋房别墅。

如今的家乡，新建的住宅小区，一
幢幢3层别墅拔地而起，交错排列。房
屋内水、电、光缆、网络、车库等设施齐
全，电脑、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应有尽
有。村庄道路平坦，村容整洁，村内卫
生保洁、垃圾处理、排水、路灯、标识石
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楼亭、健身广场、
篮球场、乒乓球场、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完备齐全；花坛、绿地、果树、景观树、花
卉、苗木等绿化也顺应到位。村民几乎
家家都有小汽车，而成功跨越高考难
关，鲤鱼跃龙门步入大学校园的学子早
已屡见不鲜……

惠济的蝶变
□惠济区古荥镇政府 张梅英

秀才弓进中推磨的故事，就发生在
惠济区东赵村和西赵村之间的户庄。

清同治年间，户庄弓进中刻苦努力，
18 岁时经县考府试，中了文秀才，给弓
氏家族增添了光彩。但因家境贫困，父
亲病故，母亲体弱，家里地里无人照管，
只好在家务农。数口之家，一日三餐，自
家无牲口拉磨，只得自己推磨。他身体
瘦弱，从未干过重活，初学推磨时，一次
只能推一二升粮食，累得通身出汗、气
喘吁吁。闷闷不乐时，想起古人曾说：

“苦能励志，贫则思乐”。就想我得振奋
精神，自找乐趣，借推磨磨炼意志。就编
了一些推磨歌词，自唱自乐。如初推磨
时的唱词是：

推磨难，推磨难，推磨难于上青天。
抬脚就像淌淤泥，迈步犹如登高山。
随着心情改变，身体越来越好，将推

磨变成了乐趣。其唱词是：
推磨乐，推磨乐，边推边唱莲花落。
高山流水舒肺腑，阳春白雪润心窝。
随着越推气越壮、劲越足，歌声由低

调变高腔。如罗面时的唱词是：
身坐板凳脚打罗，潇潇洒洒白面落。
自在如坐八抬轿，逍遥胜似入凤阁。
经过一年磨炼，懦弱的文秀才变成

了体壮的乐天派。他曾在村塾教过几天
书，当春节将至，学生登门拜望，听见磨
坊里传出老师的歌声：

新春将至万物生，邻居磨坊午东风。
白面如雪纷纷下，磨似旋风转不停。
学生们见老师亲自推磨，又怜惜又

心疼，纷纷落下了泪。老师说：“师生重
逢应该高兴，都把眼泪擦干。”学生陈俊
杰说：“俗话说‘秀才推磨，难为身筋’。
老师你不嫌难为吗？”老师说：“难为难
为，既难为身筋又难为情，初推磨时嫌小
身份、怕见人，推惯了也就无所谓了。古
人说：‘大丈夫能伸能缩’。我曾给同学
们讲过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借吃
苦而壮志，最后取得了胜利。”学生们听
了拍手叫好。他们把老师让到一旁罗
面，都抢着磨，呼呼推起来，磨房里一片
欢声笑语。

文秀才推磨
□辖区居民 弓永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