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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县市

昨日上午9时许，随着9声礼炮响起，在登封
市少林大道东转盘处，一尊金光闪闪的老子金身
缓缓驶近人群。嵩山老君洞主持赵世杰身披道
袍，手执如意，在40多位道人的追随和诵经声中，
走向老子金身。仪式现场，有礼炮方阵、彩旗方
阵、大鼓方阵、狮子方阵、唢呐方阵，场面盛大而隆
重。少林大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市民，参与活动
和观礼的人有上万人。

行过迎接礼后，众道人又作了一个老子金
身移驾嵩山的“祈福道场”，而后，老子金身经少

林大道、嵩阳路直上嵩山老君洞。期间多个路
口，都有信众参拜行礼，并进行民俗表演。

老子金身抵达老君洞后，几十位热心信众
把老子金身放在了一个起运架上，一辆长臂大
吊车把老子金身吊起后越过院墙直上老君殿。

“古老的诵经声中，古代的老子坐着现代特
殊的吊车飞上山来！”一位青年游客感叹道。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把老子金身稳
妥地运送到山上的老君殿内，他们特意找来
一辆百吨大吊车。

□晚报记者 王军方

本报讯 新郑种枣的历史可追溯到 8000
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新郑现存的古枣树
大都是明清时期留下的，在经济、历史、文化
研究和观赏等方面都有很高的价值。近日，新
郑决定拨款200万元，对全市的古枣树一一登
记、挂牌、指定保护人，防止古枣树数量减少。

150年树龄以上枣树有7.6万株
2009年，新郑市林业局联合乡镇，对古枣

树的分布、数量及保护措施进行了统计和调查。
据统计，新郑市现有150年树龄以上的古

枣树7.6万余株，主要分布在孟庄、薛店、郭店、
和庄、八千等乡（镇）。其中，孟庄镇分布最多，
42386株，占该市古枣树的55.65%。在现存古
枣树中，树龄在100~200年的有62190株。300~
500年的有11582株。500年以上的有2398株。
大部分古枣树是明清时期留下的，在经济、历
史、文化研究和观赏等方面有很高的价值。

古枣树树枝不老，在科学管理条件下，树
龄在500年以上的古枣树仍能枝繁叶茂、硕果
累累，一棵古枣树平均年产量为50~60公斤。

古枣树逐年减少亟待保护
作为我国古枣树数量保存最多的县（市），

新郑市曾被国家命名为“优质红枣基地”和中
国名特优经济林“红枣之乡”。

由于近年来枣木雕刻工艺品热销，其价格
不断上涨，一件较好的雕刻品由上世纪九十年
代的 300~500 元，猛增到现在的 3000~5000
元，甚至几万元。近年来，因土地开发和各项

工程及道路建设大量占用林地，毁掉的古枣树
数量惊人，古枣树呈减少趋势。目前，单棵古
枣树的价格也由 100~200 元，增值到 1000~
2000元，盗伐古枣树案件增多。

由于即将动工的南水北调工程，需占用新
郑市孟庄镇4个村庄11万株枣树的林地，其中
古枣树3600余株。保护古枣树刻不容缓。

每棵古枣树都将有责任人
新郑市林业局局长助理赵杰说，新郑计划

投资200万元对古枣树进行保护。首先，对古
枣树进行树龄认定、挂牌保护、建立档案、明确
管理人，并定期对古枣树进行检查。另外，每
年由财政出专款对责任人进行补助。今年 5
月，新郑市将对古枣树进行挂牌。

“征用土地、规划设计或建设施工中涉及
古枣树的，建设单位必须采取积极的避让措
施，尽量不占或少占古枣树林地。确实必须
占用的，要依法对古枣树进行补偿，并由建设
单位按古枣树属乡（镇）划定的区域对古枣树
进行移栽，经验收成活后方可动工建设，移栽
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新郑市林业局
常务副局长王新发说，鼓励古枣树管理人在
获得补偿后，自行选择地址移栽，移栽成活后
继续享受古枣树补助。对确需占用的古枣树
林地，要办理相关采伐、移栽手续。要严格按
照上级有关规定的程序，经新郑市政府同意
后再予以办理。

同时，新郑市林业部门还将加大林业执法
力度，对毁坏古枣树的违法行为严格执法，杜
绝随意破坏、砍伐古枣树的现象发生，遏止古
枣树数量减少。

昨日，荥阳市人民广场热闹非凡，龙腾狮
舞、盘鼓声阵阵……到处是欢歌笑语，荥阳市
首届民间文艺大赛在此举行。

在开幕式上，荥阳各乡镇的民间文艺队
舞龙耍狮、敲起盘鼓、划旱船、踩高跷，赢得
观众阵阵掌声。盘鼓比赛，豫龙镇槐西村盘
鼓队首先亮相，他们经常代表荥阳市参加各
类比赛。不过，当看过李克寨村文艺队的盘
鼓表演后，槐西村的一位盘鼓队员很钦佩地
说：“李克寨村队增加了不少动作，让盘鼓表
演更具有欣赏性，以后得多向他们取取经。”

据了解，这次民间文艺大赛包括盘鼓、
秧歌、狮舞、旱船、高跷、曲艺表演等。大赛从
昨日开始将持续到农历正月十九（3月4日）。
晚报记者 姚辉常 文/图 线索提供 孙国强

■新闻追踪

看到晚报，弟兄团聚
□晚报记者 周炜卿

本报讯 本报23日刊登了出车祸被救的宋
华明寻找家人的消息，宋华明的家人从邻居家
看到报纸后，80多岁的老母亲高兴地哭起来，急
忙让宋华明的哥哥和弟弟赶往巩义市人民医院。

昨日中午，宋华明的哥哥宋华全和三弟在骨
科病房见到宋华明之后，3人激动地抱在了一
起。宋华全说：“我二弟先天性智障，尽管都52岁
了，可他的智商仅相当于一岁的孩子，他除了认识
家人，会说出自己的名字外，其他的都表达不明
白。以前也出现过外出三四天回不到家的情况，可
这次都20多天了始终没有他的音讯，老母亲天
天为这事掉眼泪，闹得全家春节都没有过好。”

据了解，宋华明是和老母亲在郑州大学家
属院居住，由于母亲年迈体弱，有时照顾不到
他。为了方便照顾，他被接回了郑州继续治疗。

神秘客捐金身 老子飞临嵩山老君洞
昨日，一场盛大的迎接老子金身移驾嵩山老君洞仪式在登封举行，上

万人亲眼目睹了平日难得一见的传统的道家礼仪。不过最令众人感兴趣
的还是老子金身来自何处？是谁捐献的？这位不愿留名的神秘客到底有
何用意？ 晚报记者 袁建龙/文 王银廷/图

首届荥阳民间文艺大赛开锣

赵世杰道长介绍，老子金身高约 3.2米，重
达 1027公斤，为黄铜合金雕琢而成，并在老子
的面部等重要部位镀上了黄金。老子金身是从
福建制作好运送来的，因为嵩山道教祖庭老君
洞是老子撰写“道德经”的地方。按照捐献者的
要求，他暂时还不能透露捐献者的姓名。

说起捐献老子金身的过程，赵世杰说，去年
9月，守殿的弟子向他报告，一位南方口音的工
匠带着尺子来到老君殿里量尺寸。这位工匠说
他是福建的工匠，受人之托来老君殿量尺寸要
制作老子金身，别的他就不知情了。

春节前，有两位客人找到赵世杰，说是他们

的老板定制了一尊老子金身，准备在春节期间
运送过来，希望老君洞配合迎接。

其中一位姓张的先生说，老板捐献老子金
身，是想发扬光大中国的道德传统思想和文化，
促进社会文明健康地发展。

赵世杰说，老君洞将每天作祈福道场，直到
老子金身开光之日。他说，受启发，老君洞还将
为发扬传统道德精髓，召集社会各界人士，发
掘、讨论、研究、整理老子的道德经，形成影响新
一代国人的道德体系而努力。老君洞希望社会
各界热心人士能参与到新道德体系研究之中，
为社会文明健康发展出一份力。

金身捐献者不愿透露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