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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7月，河南工业大学材料
学院“豫之风”社会实践队的大学生们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河南的部分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深入考察，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和面临的一些问题
进行了分析，从大学生的角度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

在开封木版年画的发源地开封朱
仙镇，队员们学习了木版年画的整个
创作过程，从基本塑形到一步步地上
色、定型。通过自己的亲手制作，体验
做好一幅木版年画并非一件容易的
事，一种民间艺术的保存和流传是艰
辛的，学好一种民间艺术，需要很大的
耐力和韧性。同学们感慨地说，只有
亲手体验了民间工艺的制作，才知道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这是
假期社会实践最大的收获。
晚报记者 王梓 通讯员 赵洁 文/图

市民追忆
昨日下午，记者先生在西郊西四环须水

河，西南郊的贾鲁河以及金水河上游河谷
中，看到零星的荷塘。

“虽然这些年市内没有了荷塘，但是，市
郊有不少人开发了很多生态旅游区，还有观
光农业区，有些旅游区里，一定有荷塘，只不
过很多市民不知道。很多市民，工作生活之
余，没有地方去享受夏日美。”李说。

他想知道郑州哪里有大荷塘。“‘中年听
雨客舟中’，说是中年人最好的享受是在异
乡过江坐船听雨打船，我说‘夏日最美雨打
荷’更好。”

李先生说，原来，保吉寨北侧贾鲁河谷
一直到郑上路西流湖桥，河谷内全是荷花，
夏初可以看荷叶出水，夏日可以闻荷花的香
气，秋天采摘莲蓬，冬天挖莲藕。

“现在河面上啥也没有了，太可惜了！”

大学生走出校门
感受民间艺术魅力

在优胜路找家庭午托
胡女士的女儿在优胜路小学读

书，今年开学该读4年级了。
昨日，她来电求助说：想在学校

附近找户人家，让女儿中午能够吃饭
休息。

胡女士说，女儿性格开朗、尊敬
老人、很有礼貌，学习成绩也不错。
由于孩子奶奶去世，80多岁的爷爷无
法照顾孙女，她和丈夫上班又太忙，
一走一天，所以希望找个家庭午托。

“最好是家里孩子大了，两口子
在家的那种，环境比较安静，中午吃
饭加午睡，酬劳可以当面谈。”

赌气离家出走的程灵敏
哥哥发帖到处寻找你

“两年前，妹妹赌气离家出走，至
今杳无音信。如今母亲整日以泪洗
面，父亲积忧成疾，年迈的爷爷奶奶
日日企盼见到最疼爱的小孙女，希望
热心网友能够帮我找到她。”晚报QQ
群里，“曙光再现”寻找妹妹的帖子，
引起大家关注。

“曙光再现”家住上蔡县东岸乡
程尧村，妹妹叫程灵敏。

“2007年，15岁的妹妹辍学后，去
到广东东莞沙田镇齐田村一家鞋厂
工作。这期间，她与一位湖北黄冈叫
周栋的小伙子相识，进而两人相恋。
妹妹提出让家里人见见，但是父母都
觉得她年纪太小而拒绝，双方由于意
见不合，妹妹从此再也没跟家里联系
过，至此杳无音信。”

希望知情者或认识程灵敏的人，
能够跟“曙光再现”联系。电话：
15836761140、 15038497184； QQ:
857431219、329408799。

晚报记者 詹莉莉

平时不少人到这里游玩
记者了解到，现在有位道长在这里居住。通过多方打听，记者找到了这位道长，

荥阳道教协会会长、玉皇庙主持路至明道长。
据路道长介绍，他是年前腊月里来到杏树湾村发现这座庙的，由于这里一直没

人管理，于是他便应邀代管了这里。
路道长说，虽然这个庙在村里，但是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平时到这里上香、游

玩的人络绎不绝。

杏树湾，繁华相伴白云观

这几天，郑州不时上演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夏日奇景。
不少市民也习惯了不打伞在雨中寻乐打趣。

“我现在中原大桥西侧的荷塘边，大雨滴滴在荷叶上，不但声音好听，雨点碎后飞溅开来，更是好看，再加上荷花开
了。很多市民都围在荷塘边，不打伞听雨打荷呢？”昨日17时10分，保吉寨村的李先生向本报来电。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文 晚报记者 张翼飞/图

雨荷隽秀
10分钟后，在中原大桥下，雨小了点，但桥南侧的荷塘边，踏着地面上的流水，满塘的清香扑面而来。
朱自清当年把荷香写成“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也如梵阿铃上奏着的名曲”，真是别具一格。站在偌大的荷塘边，虽然还有热气，但

清香早已沁人心脾。
巨大的荷叶亭亭而立，每片大叶的叶肩内积着一汪清水。一侧，就是几朵含苞待放的荷花。
几位意犹未尽的市民，伸手去叶内把水弹开来，和着荷塘边清亮的翠鸟鸣叫，一幅清新的雨后新荷图。

不久前，一网友游玩到中原路与西三环交叉口向南500米的杏树湾村时，发现村口有一个特别的建筑，看上去很
“古老”。这是郑州新开发的景区，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古迹呢？不解的网友发帖希望找到答案。昨日，记者对此进行
了探访了解。 晚报记者 李丽君 实习生 赵柳影/文 晚报记者 常亮/图

杏树湾村的由来
据郑州市中原区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朱先生介绍：“在清康熙年间，郑湾

村有一对贫困夫妇来到这里垦荒，他们选择了朝阳避风的贾鲁河湾处，垛墙筑舍定
居下来，开始了新的生活。尔后又在住地周围种了许多杏核，数年之后，杏树成林，
有一位文人墨客春游至此，倍加赞赏，临别赠村名‘杏树湾’，沿袭至今。”

杏树湾村寻访“古迹”
上午 10时许，记者来到杏树湾村，在建筑工地围绕中

的村口找到网友所说的特别建筑。
一片黄色琉璃瓦屋顶、灰色墙体的建筑，让它显得

与周围格外不同，房檐上雕刻着龙等图腾让其更具古香
古色。

从外观看，整个院落坐北朝南，大门在边，正上方悬挂
着一个牌匾，上面写着“白云观”。进入院内，中间空地上
立着一个葫芦形的香炉，一间殿堂正对大门，两面各有两
个小间，供奉着王母娘娘、观音、太上老君等神像。

听89岁老人讲过去的故事
在人们的概念中，道观似乎都在山上、景点内，这座道

观怎么会在城市里面呢？
带着诸多好奇，记者走进杏树湾村进行探访。
多方询问，村里的年轻人对该道观的历史都不甚了

解。
记者终于找到了知情人，66岁的郑留喜。
郑留喜回忆说，他小的时候，村里人都住在沟下，“只

有一个老仙爷庙。”
为了了解老仙爷庙的起源，郑留喜带着记者找到他的

叔叔，村里最年长的89岁的郑可训老人。
“老仙爷庙大概是 1942年建的，后来村里大部分人都

搬到了沟上，老先爷庙也搬了上来。”郑留喜老人说。
记者沿着村子的主道向村口走，果然发现有一个庙宇

旧址离村口不远，庙宇旁边立着一个石碑，上面刻着庙宇
搬迁的内容。

“大概两三年前，这个庙又搬到了村口。”郑留喜回忆
说，因为村里进行大改造，要修路建楼，就有村民建议把它
搬迁到更开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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