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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郑州兴建常庄水库，道李
村处在水库规划区内，于是，道李村被
整体搬迁至现常庄水库东侧。

现在，常庄水库泄洪道南边、贾鲁
河西岸还残存一小段古城墙遗址，属
东城墙，距道李村 800余米，城墙横剖
面呈梯形，墙基宽10余米，墙顶宽8余
米，城墙高 5余米，城墙的夯层非常清
晰，厚薄不等，有 5~8厘米。夯筑的层
土很结实，从残存的夯土墙的筑墙技
法、风貌来看，酷似商城遗址的夯土墙。

这座古城始建于何时？它又为何
被湮没在历史长河里？从传说推测，这
座古城围筑繁盛于汉朝以前至汉初。

在历史的长河里，灾难、湮没留给
人们的印迹最深。

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处
在黄河中下游的郑州天赋其骄，地孕
其美。两千多年前，生活在古城的先
民们在汉朝大统一帝国的集权统治下
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古城里的豪强
显贵把酒欢歌，暴殄天物，兴趣至时，

骑马出城狩猎；古城里的商人还把当
地盛产的杏、梨、李、织布、筷子、刀具
等物产经洛阳到长安沿丝绸之路交换
到西域，又从外地引进胡瓜、胡萝卜等
在当地栽培。

城内有一条南北运河把一城分为
东城、西城；在东城区，有一东西走向
运河与南北运河相交成丁字状。固若
金汤的城墙、天然屏障的两河使生活
在古城里的先民们具有一种安全感。
一天午后，黑云压城、狂风裹沙，大约过
了一个时辰，电闪雷鸣，雨倾盆直下，至
五更天时，雨终于停了下来。天刚放
亮，大王一行车骑仪仗，巡视雨情，刚出
城北门，前面的道路突然向北开裂地
陷，形成一个大鸿沟，在此安营扎寨的
护城将士、战马瞬间损失过半，屡立战
功、每次出征都披白袍的李将军也陷了
进去。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将军，将此沟
起名叫白将沟。后来，这条沟成道李村
出行的通道。这条沟后因修路、村庄规
划建设，于1981年被填平。

开栏的话：2017年，中原区站位发展大局，明晰了打造以郑州中央文化区（CCD）为引领的国家中心城市产城融合示范区的功能定位，
提出了生态中原、文化中原、活力中原、幸福中原“四个中原”的发展目标导向。

说起“文化中原”，可是大有来头。中原区历史悠久，辖区内须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朝，而棉纺厂、二砂厂等工业遗存更是无人不知，还
有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辖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如今也颇见成效，五一公园内省工人文化宫学雷锋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已经成为一个观摩点，
“马路产房”的好人好事入选“中国好人榜”，并被拍成微电影……正能量比比皆是。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切实增强文化软实力、弘扬社会正能量，推进“文化中
原”建设，《郑州晚报·中原时报》开辟专栏，搜罗辖区各类文化内容、正能量人物或事件，讲述中原好故事，传递中原好声音。

文化中原之文化中原之正能量

九旬老人苏海滨义务打扫卫生20余年

“他是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今年初被评为“感动棉纺先进个人”

在邻居眼中，苏海滨是助人为乐
的热心人；在社区老年人的眼中，他是
值得学习的好榜样。他为人低调，不
善言辞，有人说他傻：“也没人给你掏
保洁费，你何必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
儿呢？”他从不解释，该打扫打扫，该清
理清理。大家提起他时，都会竖起大
拇指，说他是社区的“活雷锋”。

一年夏天，一场大雨，苏海滨所在

的 16号院因为雨水冲刷，枯枝败叶、
垃圾杂物堵塞了下水道口，积水成为
一条“小河”，经过的人们通行困难，有
的穿着胶靴也被灌进了水。苏海滨见
状，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毫不犹豫地冒
雨蹚水，找到堵塞的下水道口，用手把
堵塞物逐一掏出。清理完毕，立竿见
影，积水马上消退，而他却浑身湿透，
悄悄离去。

文化中原之文化中原之传说故事

1926年出生的苏海滨是郑
州四棉的退休工人，住在棉纺路
街道四棉东社区。

苏海滨的老伴去世早，子女
平时都忙，不在身边，九旬高龄
的他一个人生活，但依然精神抖
擞。每天清晨，人们还在睡梦
中，苏海滨已经开始了每天的固
定“工作”：一手拿着扫帚，一手
端着簸箕，动作缓慢地清扫着楼
门前和附近街道的卫生。寒冷
的冬季，当人们在暖气房里享受
温暖时，他冒着严寒，略微驼背
的身影依然穿梭在社区。多少
年来，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
他都日复一日默默劳作着。今
年初，在棉纺路街道举行的
2017年“感动棉纺年度人物”评
选中，苏海滨被评为“感动棉纺
先进个人”。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张亚芳
图片为资料图片

令人钦佩的是，逢年过节，社区
工作人员带着慰问品到家中看望他
时，苏海滨都婉言拒绝，说他自己不
困难，要把慰问品让给那些更困难
的人。

在苏海滨的辛勤劳动下，楼前的
道路和垃圾箱都干干净净，不见一张
纸屑。他的模范之举，居民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原来爱随手扔垃圾的群众
也都自觉地把垃圾投入箱内，还有人
走到垃圾箱前，把散落的垃圾都归置

其中，不让外露。
周围的居民都说多亏了苏海滨，

他们才有了这么干净整洁的生活环
境。“一个人偶尔做一次好事容易，难
的是不计名利，长期坚持，苏老师是真
正不计名利的好人。”

苏海滨则谦虚地说：“我年纪大
了，想给自己找点事做，也想锻炼锻炼
身体，不算什么。我希望用自己的行
动带动更多人热爱社区环境，维护好
社区这个大家庭。”

婉言拒绝慰问品

社区的“活雷锋”

道李村的古城故事
在郑州市西南方的道李村，有一段残存的夯土墙。这段夯土墙

承载着一段历史：这里曾是一座古城。
这座古城的规模不小，南到与二七区田河遗址毗邻的常庙村，北到

常庄水库泄洪道南岸，东到贾鲁河西岸，西到常庄水库上游贾峪河。古
城南北以贾鲁河、贾峪河走势而建，长约2500米，东西长约1500米。
此城紧邻两河，南城墙不远处的田河遗址发现的文物证实，早在两三万
年以前，先民们已在田河一带繁衍生息。这里气候宜人，物产丰饶，不
仅地势高，而且有“两河”在此穿境，具有军事天然屏障，在此筑墙围城，
彰显了先民的智慧。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张亚芳 朱伯明

这座古城到底蕴藏着多少故事？
在传说中的古城北关处不经意间发现
的古墓群，揭开其另一层神秘的面纱。

1964年，道李村在平整土地时，在
传说中的古城北关发现了成片的古
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战刀、铁铠、
护心镜、陶罐、瓦碗等，陶罐里还盛有
谷子、高粱，出土时，谷子还保持原来
的形状，颜色稍灰暗，但一见风和光，
则成了灰粉。这些陶罐有瓦青色、土
红色，上面雕刻有精美的花纹、图案。
这些古墓都是砖室墓，结构形状为穹
窿墓，墓砖大多是空心画像砖，表现内
容有车骑仪仗、神话故事、奇葩异卉、
五株钱币等，除五铢钱币图案是用钱
币直接在砖上压印不彰技艺外，其他
则雕技古朴、画面生动、运线流畅、构
图严谨、形神兼备、具有气势。这些不
仅是美术作品，也是记录当时社会、生

产、生活的实物资料。画像砖上车骑
出行图的墓主应为当时的统治阶级、
豪强显贵；印有五株钱币的是普通平
民百姓的砖室墓。

发现古墓时，相关人员及时上报
市文物部门，出土的文物中，有价值的
都被文物部门收藏，但由于砖室墓太
多，部分画像砖散落在了民间。在常
庄水库的东岸，陶片随处可见。画像
砖战国已有生产，秦代有所发展，两汉
最盛行，加之有出土的铁制战刀，据此
推猜，道李发现的砖室墓群应为汉代
古墓。

在道李村，关于古城的故事代代
口传至今，家喻户晓。古城故事，虽然
夹杂有演义迷信色彩，但残存的夯土
墙、不经意发现的古墓群，实实在在地
佐证了这里可能是商朝至汉朝期间的
一座古城。

推测这座古城围筑繁盛于汉朝以前至汉初

古墓群出土大量文物 记录当时社会的生产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