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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上有规矩，逢初一十五给树浇水
顺着西环道长江路向西，来到二七区侯寨

王庄村大街，就能看到路边挺立着两棵胸径一
米左右的大国槐。

昨日上午，一个老太太拿着桶正在给两棵
槐树浇水：“我们祖传下来的规矩，每逢农历初
一和十五左右，都要给这几棵国槐浇水。”

老人叫闫秀琴，76岁了。
“这两棵树是俺王家祖先种的。”老人指了

指树边的石碑说，明末清初顺治年间，他们王
姓祖先由南大街迁居此处，落户时种下了 8棵
国槐。日军侵华时，把东侧的黄岗寺烧毁，“又
毁了俺家的两棵树。”闫秀琴生气地说。

抗日神枪手爬到槐树上打鬼子
不一会儿，她的77岁老伴王国军和一群老

人也围了上来。
王国军说，他们家谱中介绍，这几棵大树

自从栽下，一直长势很旺。到 1944年，抗日部
队中的好几个神枪手，爬到4棵槐树上，向日本
兵射击，干掉了不少。后来日本鬼子调来“六
零炮”，把其中两棵大树给毁了。

大跃进时，公社炼铁没有那么多煤，有人
看上了这几棵大树，想把它砍掉当柴烧。“我们
王家坚持不让伐，这 6棵大树保存了下来。后
来，郑州市政府和侯寨乡政府给其中 3棵树挂

了牌。”闫老太说。
3年前的大年初三，有人向树洞内放炮，把

其中一棵树燃着了，村民赶紧灭火保住了树。

只要有条件，不反对建古槐公园
“离市区这么近，树龄在 350 年的国槐树

群，在郑州周边绝无仅有。”昨日下午，二七区
农经委林业科的王科长说，“几年前，我们对古

树名木统计时，专门对王庄村的一群古槐进行

登记，因为当时其他3棵树情况都不太好，就没

有挂古树名木牌。现在它们还活着，说明村民

保护得很不错。”

就村民提出建古槐公园一事，王科长说，

只要能好好保护这些古树，只要有条件，他们

不会反对。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文
晚报记者 廖谦/图

昨日11时许，在二七广场，一辆正直
行的晋 F08250 面包车突然往右准备变
道，交警徐培超上前提醒司机时，发现该
车车身朝右侧倾斜，“可能是超载了”。

果不然，徐培超拉开车门，里面共坐
了 14个人，几个女子因为没座位直接坐
在别人的腿上。

司机张先生说，他们都是山西人，他
几年前到银基做服装生意，“今天，9个亲
戚从老家过来，我和家人就想带他们尝
尝郑州有名气的烩面。”

民警给张先生开了一张 200元和扣
2分的罚单。 晚报记者 王晋晋

我们村有6棵350多岁的老国槐
能不能建一个古国槐公园？

昨日王先生说，晚
报报道市内有不少人都在保护古树名
木，而他们村内有6棵树龄350多年的
古槐树，“我们想在这里建一个古槐公
园，更好地保护这些树。”

读者来电

在闫老太太家的房后，有一棵与路边两棵一样粗大的国槐（上图）。
西邻的王景玉家的大院内，有一棵只剩枯树干、胸径一米左右的大国槐树。但树干的根部

却长出了两个手臂粗细的新枝。“王景玉家这棵树，本来就快不行了，他们细心养护，4年前枯树
干上又发出了新芽。”村民说。另两棵古槐在王百金家的院内和屋后。

昨日上午黄先生说，
一辆山西牌照的面包车在二七广场被交
警拦住了，原来车里一下子挤了14个人，
说来郑州吃烩面。

读者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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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个山西朋友
宁愿挤一辆小面包
也要尝尝郑州烩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