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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晚报·中牟播报》开
设“记忆”栏目，每期讲述一篇
中牟的历史故事，很快在中牟
城乡社会各界引起很大波动，
中牟县城有个姓崔的老先生每
期必看，见不到报纸就托人到
记者站索要，2015年底我赠送
他一本《郑州晚报·中牟播报》
合订本，老爷子高兴得不得了，
一个劲儿地要请我吃饭。中牟
县一位正科级干部更是心细，
把每期报道的“记忆”都下载收
藏在手机里，有一次采访途中
偶遇，他打开手机让我看，“每
一期我都收藏着”。

他说，你是登封人，比我们
有的中牟人还了解中牟。包括
外地的朋友们也不断给我打电
话，说“记忆”栏目办得好，他们
就是通过“记忆”更加了解了中
牟，原来中牟的文化底蕴如此
雄厚。

我的一个挚友对我说，你
的记忆中牟写得好，比你写的
诗歌要好。

所有的肯定都是最坚强的
支持，所有的指正都是最客观
的肯定：4年时间，我走过了中
牟县的 14个乡镇街道办事处

的上百个村庄，风雨兼程、风雨
无阻。

人在中牟，爱在中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
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
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
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
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
留住青山绿水，必须记住乡
愁。什么是乡愁?有学者说，乡
愁是内心深处一种对家乡、对
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或经历过的
事情以及熟悉事务的记忆、怀
念、同感和向往，是内心深处那
份最亲切、最柔软的情感，这种
情感往往随着时光的流失而愈
加强烈并倍感珍贵，进而变成
一种精神寄托与支撑。

记忆中牟：
讲述中牟好故事

在中牟，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很欣慰的一件事莫过于采写和编撰并出版了
《记忆中的乡愁：中牟乡村故事》。记者 张朝晖

2013年5月，郑州晚报第一份
县区报——《郑州晚报·登封晨
刊》（后相继更改为《郑州晚报·登
封金版》《郑州晚报·登封播报》，
现改报名为《郑州晚报·登封时
报》）横空出世。当时我在郑州晚

报登封记者站做见习记者，主编
“探秘嵩山”栏目。在先后不到半
年的时间里，我先后采写了数万
字关于嵩山故事的报道，吸引了
不少读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得
到了嵩山文化研究学者的中肯。

2013年12月6日，我奉命调离
郑州晚报登封记者站，来到郑州晚
报中牟记者站，仍然是见习记者。
2014年3月，我以见习记者的身份
担任中牟记者站站长，并负责统筹
出版《郑州晚报·中牟播报》，按照
在登封主编“探秘嵩山”栏目的模
式，在《郑州晚报·中牟播报》开设
“探秘中牟”，后改为“记忆”，一直
到现在。《郑州晚报·中牟播报》每
周出版一期，每期8个版，每期都在

第 7版用一个版的篇幅报道中牟
乡村故事。很快“记忆”成为《郑州
晚报·中牟播报》的一个亮点，为中
牟社会各界读者喜闻乐见。

在来中牟记者站之前，我从
未来过中牟，偶尔听人说起中牟，
挨着黄河，黄水滔滔，远上东流，
黄沙广袤，一望无垠，东汉末年
有官渡之战，民国时期有黄河决
堤，现在盛产西瓜和大蒜。除此
之外，再无其他。

初来中牟，人地两生，为了尽
快熟悉中牟，尽快开展工作，只有
先通过“度娘”查询中牟家底：中
牟地处中原腹地、黄河之滨，是历
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发生地，是
道家名师列子、美男子潘安和民
族英雄史可法的故乡，是孔子回
车处、汉代萧何墓、宋代寿圣寺双
塔等历史遗迹、遗址的现存地,土
地面积 917平方公里，人口 43万，

下辖 11个乡镇、3个街道办事处、
273个行政村。

中牟县西连京广铁路、国道
107线，东接京九铁路、国道 106
线，东连霍高速、郑开大道、国道
220线、陇海铁路、郑民高速横贯
东西，省道 223线、新国道 107线
纵穿南北，县城南距郑州国际机
场 25公里。京港澳高速、连霍高
速、郑民高速等多条高速在县域
西部交会，素有“一肩挑两市、一
路通三城”之说。

中牟县实施工业强县战略、都
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战略和现代服
务业提质增效战略，确立了千亿元
产值的汽车产业、千万人次的国家
级时尚文化旅游产业、国家级都市
型现代农业三大主导产业。

简介一般的文字，像汇报材
料一样味同嚼蜡，是的，所有的汇
报材料都少有感情色彩。我需要
嗅到的是中牟的人间烟火，需要
通晓的是中牟的天文地理，需要
看到的是中牟的风物人情。

《郑州晚报·中牟播报》是一
份地市级县区报，中心围绕的就
是中牟县域内的新闻报道，不求
高大上，不求白富美，求的是接地
气，求的是雅俗共赏，在大街小
巷，在田间地头，在市井地摊，让
老百姓喜闻乐见，原来这些美丽
的故事就发生在他们身边。

运筹帷幄，开篇谋局，“记
忆”在我眼前铺开了中牟波澜
壮阔的历史画卷，“记忆”唤
回了中牟父老蓦然回首的一
曲乡愁，阴晴圆缺，悲欢离
合，物换星移几度秋，沧海桑
田在人间。

采访中牟乡村故事，我第
一次知道，中学语文课本中有
篇东汉时期的叙事诗《孔雀东
南飞》，讲庐江府小吏焦仲卿
妻刘氏，“十三能织素，十四学
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
书”。唐代诗人李贺描述的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
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
凭中国弹箜篌”。这里面所说
的“箜篌”，原来生产地就在中
牟县韩寺镇的古城村。位于
中牟县城东南 11公里，中牟至
刁家公路西侧。南临丈八沟，
即今东古城村。《太平寰宇记·
卷二》载：“箜篌城，在（中牟）
县东南 20里，昔师延在此造箜

篌以悦灵公。”《后汉书·郡国
一》：“河南尹二十一城，洛阳、
中牟……中牟有曲遇聚。”据史
料推测，古城始建于春秋时期，
准确年代无考。民国时残垣高
约10米，长约500米。今存西、
北面有残墙遗址，夯土层清晰，
四角有高台，西北角最大，高
15米，城外有古墓群，出土遗
物有铜刀一把、铜箭头千余支、
带箭头肚骨一块、护心镜一面、
铜腰扣一枚及战国布币、灰陶
仓、灰陶罐、汉五铢钱等。

后来的采访中，我又相继
了解了《程婴救孤》的“孤儿
岗”“靖康之难”的“狼城岗”
“双塔岗”“莲花池”“雁鸣湖”
“赤兔马”“潘安”，还有东漳瓜
豆、朱固萝卜、韩寺大蒜、姚家
西瓜、黄店花生、大孟茶庵等
许多动人的传说故事，一发不
可收拾，迄今我和我的同事们
已经采写了近百余篇报道，数
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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