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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证件一样没少
昨日，孙先生打来电话说，13日上午，

他到东大街办事，结果把一个装有重要文
件和证件的提包丢了，走了好远才发现。
他以为东西一定找不回来了，没想到等他
回去的时候，发现人家正在原地等他呢。

“当时手上拿的东西多，整着整着就忘
了。”孙先生说，他在东大街与紫荆山路交
叉口附近办完事准备走，手上拿了一大堆
宣传册，于是就在路南一个停车的地方整
理东西，顺手把一个咖啡色的男式手提包
放在了一辆电动车的车筐里，整完后就忘
记拿了。“里面装有各种证件，还有信用卡、
现金。”孙先生走了一个小时后，才想起来
包忘在车筐里了。

当他回到丢东西的地方，却有一个人正
在等他。“我一问才知道，是楼上一个美容机
构的顾客捡到交给他们了。”孙先生说，店员
告诉他，是一个叫刘亚的顾客捡到的。

拿着东西的陶女士说，她在楼下等失
主时，看到孙先生跑过来，“他当时出了一
头汗，很紧张的样子”。随后，陶女士就主
动询问孙先生是否丢了东西，并交还了物
品。 晚报记者 张璇

招领：身份证
公交三公司 53路调度王化利拾到一

张身份证，上面显示的姓名为贾舒淇，住
址为河南省南召县城郊乡政府家属院187
号，望失主尽快到公交三公司认领，电话
86020169。

招领：低收入家庭救助证
福华街巡防中队捡到户主为郝厡苑

的郑州市低收入家庭救助证，请失主速与
福华街巡防中队联系，电话13213222500。

招领:驾驶证
杜岭办事处巡防队员郑立君捡到金

水区柳林镇小河村名叫朱聚山的驾驶证，
请失主速与巡防队员联系认领，电话
13673387904。

招领：行车证
杜岭办事处巡防队员捡到河南省永

城市蒋口乡张庙村卢河村名叫孟德胜的
行车证、购置税证，请失主速与巡防队员
卢庆河联系认领，电话13838341950。

杜岭办事处巡防队员捡到郑州市管
城区圃田乡小孙庄村 57号名叫海彦的行
车证、保险单，请失主速与巡防队员卢庆
河联系认领，电话13838341950。

寻物：身份证
市民昨天在公交车上丢失一张身份

证，姓名为张文，希望有捡到的好心市民
能 与 其 联 系 ，联 系 人 张 女 士 ，电 话
65118267。 晚报记者 董占卿

招领故事

胡同里的门牌号都保存完整
今年 70 岁的王瑞明是土生土长的郑州

人，儿时受从事邮政工作的父亲影响，对郑州
的大街小巷地名特别感兴趣。年轻时他在郑
州铁路分局从事宣传工作，上世纪 80年代因
为工作需要，开始从事郑州地名普查工作。退
休后，老人仍奔走在郑州的大街小巷，开始专
心研究郑州地名。

14日下午3时，主事胡同。
从车水马龙的东大街往南拐进一条巷子，

便是主事胡同。站在巷口向里望去，狭小的街
道、稀疏的人影、斑驳的街门、坑洼的路面、高低
错落的老房，让这条胡同在寒冬里，显得冷清、
落寞。

据旁边修车老人孟先生说，主事胡同一直
没怎么变，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因为前段时间

挖污水管道，路面变得坑洼不平。
该胡同南起书院街，北至东大街，路长

280米，宽 3米，迄今已有 400多年的历史，胡
同西侧的红砖墙那边，是所学校，即原来的郑
州老十中。

现在，胡同的老房子主体不复存在，取
而代之的是水泥砖头盖起的房子，古老的遗
迹已经很难看到。每家每户的门楣上都还
挂有红底白字的门牌，除此之外，有些人家
门头还挂有蓝底白字的门牌，没有门牌的也
都用笔将门牌号码标注在墙上。

“你看，胡同的门牌保护得还真不错！”王瑞
明老人指着红色的门牌说，这些门牌应该是“文
革”期间使用的牌子，现在市区里已经很少见
了，蓝底白字的门牌就更古老了，应该是上世纪
60年代的门牌。

石碑仍在，字已模糊
“我今年有多大，就在胡同里住了多少

年。”居住在主事胡同 9号的王大爷说。王大
爷今年 80 岁，从爷爷辈开始就在胡同里居
住。“先有碑文后有主事胡同。”听说是来采访
胡同的故事，热心肠的他便主动带着记者去寻
访胡同里的碑文。

在主事胡同尽头，即书院街路南，记者找
到了史料记载的《郑州创开义巷记》石碑，可
惜的是石碑上的很多字迹已经看不清。

在老人的记忆中，以前的胡同可热闹，曾经
成为郑州最繁华的街道，每家每户的四合院里十
几口子人，街坊之间非常友好，互敬互爱、互相帮
助，像这样的冬天，大家都是烧炉子取暖。“那时
候的人都特别老实厚道，正是因为这种耳濡目染
的环境，才养成了我平和的性格。”老人说。

探访主事胡同

郑州曾经最繁华的街道

据地名专家王瑞明老人介绍，管城
区现存的胡同小巷有：黄殿坑、营门街、
代书胡同、贡院街、老司衙门、唐子巷、
书院街、主事胡同、三益街、砖牌坊街、
保安里、头道胡同、二道胡同、三道胡
同、四道胡同、五道胡同。14日下午，在
他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位于东大街南
边的主事胡同。

晚报记者 詹莉莉/文 王银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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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胡同虽小，可是名气却大，明清时候，
这里可是郑州最繁华最富有的街道呢！”据王瑞
明老人讲，它的成名与明清两代的一位名人和
两位主事有关。

主事胡同以前叫“张家义巷”，为什么叫张
家义巷呢？这里面还有个故事。当初这条胡同
中有一段路不通，也就是现在的唐子巷东边，有
一条半截胡同，是个“闷葫芦”，来往行人必须绕
行，很不方便。明万历年间，有个乐善好施的人
叫张大维，出资将那段不通的地方买下，从中间

打通一条道路，从此南北畅通。这一义举受到
群众的称赞，大家就将这条小路冠名为张家义
巷。明万历二十四年，经公众要求，郑州知府派
人刻《郑州创开义巷记》石碑嵌于对面路南的一
堵墙壁上，表彰张大维乐善好施的义举，倡导乐
善济人、急公好义之精神。从此这个小胡同就
名扬郑州了。

斗转星移，事有机缘。十几年后，圃田
一个叫阴化阳的人中了举人，当上了户部
主事，将家从郊区搬到了张家义巷，这小胡

同因有高官居住，名声逐渐大起来，胡同随
之改名叫主事胡同。清朝光绪年间，有个
叫孟莹的人中了进士，后任礼部主事，正好
也居住在此胡同里，主事胡同就更加名副
其实了。

有明朝、清朝两位主事官先后来此巷安
家，名人效应立即就显出来了，叫张家义巷
的人渐少，叫主事胡同的人渐多。后来官方
顺从民意，给予认可。这街名就一直使用到
今天。

主事胡同的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