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谢读者胡女士向晚报提供新
闻线索，她获得了价值144元的礼品。

请来管城区东明路与商城路巴奴火
锅东明路店4楼营销企划部领取礼品。

见报后一周内领奖有效

文化路店：61005777
经七路店：63615777
东明路店：66353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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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何涛

昨日上午潘女士来电：在市民新村北
街四号院西隔壁如意烟酒店，有个男的
来店里买东西，把钱包忘在店里，包里有
一两千块钱现金、银行卡，还有身份证和
存折。

我赶到了烟酒店，看到这个被遗忘的
黑色钱包。潘女士描述，早上8点多，有个
顾客买了一包口香糖，交过钱后就走了，钱
包忘到了柜台上。我们发现钱包再追出去
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失主了。因此她致电
晚报热线，希望通过晚报尽快找到失主。

“这丢钱包的人得多着急啊，里边有这
么多现金，还有几张银行卡，失主一定很着
急。”潘女士说。

希望失主看到报道后赶紧到潘女士的
店里取回丢失的钱包，或者拨打本报新闻
热线。

昨日，帝湖派出所民警万里追凶，终于
在西藏日喀则市，将躲了 13年的任某抓
获。

1998年 2月 3日，陇海西路与文化宫
路交叉口的小岗刘村，理发店内发生一起
杀人案，店主李某被人杀死。

警方经过排查走访，民警分析死者的
丈夫任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多方排查后，任
某被列为网上逃犯。

案发后，任某好像从人间蒸发一样，失
去了踪迹，公安机关对任某的抓捕工作却
一直没有进展。

2011年11月上旬，专案组人员在第四
次前往任某的户籍地访问时，获取一条重
要信息，任某当年与妻子都会理发，他也具
有剪发好手艺。

有人向民警反映，任家的人对西藏很
感兴趣，无意中常提起西藏的事。民警综
合分析后，判断任某有可能藏身在西藏。

11月 20日，5名侦查人员赶赴西藏日
喀则。26日，侦查人员在当地警方的配合
下在一家偏远的理发店发现任某。至此，
潜逃 13年之久的故意杀人重点逃犯终于
归案。 线索提供 郭军辉

□晚报记者 张竞昳

“当我们在明亮的教室里聆听老师的谆谆
教诲，当我们在绿茵场上挥洒青春的汗水时，
命运的魔爪却伸向了李慧强同学，2011年 10
月 26日，李慧强同学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结白
血病。”从上个月开始，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师生
的微博上，这样一封倡议书被频繁地转发，为
一个患白血病的年轻男孩加油鼓劲。

从 11月 15日发出第一份倡议书至今，募
集的捐款已经达到 202391.90元。昨天，李慧
强收到了华北水利水电学院领导送来的20万
元救命钱。

李慧强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的大四学生，

还有半年就要大学毕业了。李慧强的家在中
牟县韩寺镇大李庄村，父母都在家务农。对这
个农家孩子来说，“考个公费研究生，将来替家
里减轻负担”是他最大的心愿。

从10月份开始，他不停流鼻血，同学们都
劝他去医院看看。10月 26日，他被检查出患
了急性淋巴结白血病。“我当时感觉天塌了，儿
子也蒙了，怎么也想不通。”李慧强的父亲李自
军说。那一夜，父子俩哭了一晚上。

身体免疫力严重下降，高烧不退，李慧强
的身体迅速衰弱，还长了一身红血斑。医生
说，目前唯一的治疗方法是换骨髓。

昨天，李慧强躺在省人民医院血液科的病
床上，曾经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瘦得皮包骨头，头

发因为化疗都掉光了。“慧强的姐姐和他配型成
功，可以做骨髓移植手术，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李自军说，虽然已看到生命的曙光 ，但五六十
万元的手术费又让这个农村家庭陷入困境。

微博上一份倡议书得到了华北水院和其
他院校师生的响应。“学校有两万人，一个人的
力量是杯水车薪，两万人的力量总要大过一个
单薄的家庭，我们有机会尽我们所能去拯救一
个生命，为什么不去那样做？”一位学生在微博
上留言说。

“我们现在就想早点把手术费凑齐，给慧
强做骨髓移植。”李自军说，手术费还有十几万
元的缺口，他们也希望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能救
救这个勤奋自强的孩子。

须水发现晚清二品大员孙钦昂故居
1883年大修过的房子，现在还住着人
孙家曾经“父子双翰林、一门三进士”
孙家的后人还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大清道光年间，在须水镇孙庄村，提起
孙钦昂，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的。

孙钦昂当时不但是须水镇的骄傲，而
且还是荥阳的骄傲。

据考证：从清道光五年(1825年)至光绪
三十三年(1907年)，孙氏家族中先后有二十
余人荣任清廷学政、道台、郎中、知府、知
州、知县等官职，有七人受皇封，被乡邻誉
为“父子双翰林、一门三进士”，孙钦昂是这
个家族中威望和官职最高的人。

昨日，文物考古人员在须水村两座160
年前的古建筑中，发现了孙钦昂题写的建
房记录，确认其中一栋古瓦屋建筑，就是清
代二品老翰林孙钦昂的故居。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文 晚报记者 廖谦/图

昨日上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普查
小组负责人汪松枝告诉我：“西流湖办事处的孙庄
村，有两栋古宅，建于清代。以前一直相传是清代
大员孙钦昂的旧居，却没有相应的佐证。前天，这
个旧宅的主人说，在其中一个古宅内，发现了孙钦
昂亲自题写的建房记录，可以确认他的故居。”

昨日 10点，我来到了孙庄村的古民居内。
这是栋二层的起脊瓦屋，门朝北，有一个大院。
女房主张艳君热情地把我们让到这栋老屋内。

“这就是中国古代明三暗五建筑，外看三间，
内部是五间。全木架结构，房倒屋不塌。”女主人
带着大家四处参观，还看了这栋老宅里存放的
160年前的条几和橱柜。

“这一间房，是当年孙钦昂的伯父的房子，孙
钦昂自己的房，是西侧那一栋。”张艳君说。

听说记者来了，58岁的孙国俊也来了，他就
是孙钦昂直系后代，孙钦昂应是他的高祖。他领
着我们，查看刚发现的孙钦昂的手迹。

在屋顶的柱子一侧，强光照射下，隐约看到
一行字“大清光绪玖年三月上旬纯和堂主人孙钦
昂修”。孙国俊说，那一年应是 1883年，孙钦昂
对该屋重修，他应该是住在这里的。

孙国俊说，孙氏家族的兴旺，还要从卖
豆腐开始。

“孙庄的孙氏家族，于 748年从须水西
与荥阳交界处的孙坡村迁到此地，该村原
来叫梁陈庄，庄边多荒田，孙家人迁来后在
此垦荒。”

孙氏家族中最早进入仕途的人叫孙树
之，他幼时家贫，靠兄长卖豆腐供他读书。
孙树之深知兄长劳苦不易，勤学发奋，于道光
乙酉年（1825年）获拔贡衔，在山东禹城、菏泽
县任县知事。

孙树之长子就是孙钦昂，于道光己酉年
（1849年）获拔贡，又于咸丰五年（1855年）中
举，次年进士及第，钦点翰林院编修，后多年
在福建做官，官居二品。他的事迹在福建厦
门地方志、荥阳地方志均有记载。孙树之四
子孙钦晃因发奋学习，亦中进士，同治六年
（1867年）任刑部主事。

孙钦昂之子孙综源，光绪十一年（1885
年）进士及第，被钦点翰林。因其父是翰林，
为区别父子翰林，人们故将孙钦昂称之为“老
翰林”，孙综源称之为“少翰林”，誉为“父子双
翰林”；加上孙钦晃也是进士出身，故称孙氏

“一门三进士”。
提起孙家的历史，孙国俊感慨地说“这栋房

子虽不知何时建，但大修在1883年，那时，孙家
已经成了村里的大旺族，该村之后就叫孙庄了。”

孙国俊介绍，孙钦昂的孙子叫孙炳营
（音），是民国时期与杨振宁同一时期派出去的
留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也是第一批回国报效祖
国的留学生，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之后一
直研究西方历史文化。孙家子弟多潜心治学，
建树多多，其中有专家、教授、博士数人。

文字记载，孙氏家族政绩卓著，当年光绪
皇帝钦批官银六万四千两，历时四年，在该村
占地 18亩建造碑林，因其规模宏大，当地百
姓称之为“大碑楼”，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销
毁殆尽。

“现在仅存这两座古宅了，有人多次提醒
让我们拆了建成高楼，但是，我们考虑着它是
古物，也是孙家历史的见证，想请文物部门帮
助加以保护。”孙国俊说。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汪松枝介绍，郑州郊区
保存下来的古建筑已经越来越稀少了：“孙家
这两栋古建筑，本身就非常有价值。孙钦昂是
一位历史名人，在郑州名人录中，也是为数不
多的重要人物。古建筑又是名人故居，近几十
年还是第一次遇到，文物部门将和办事处、村
委会一起，保护这一重要文物古迹。”

妻子在郑州开了个理发
店，丈夫在老家许昌务农。

丈夫任某从老家来看妻
子，怀疑妻子有了外遇。

一顿争吵后，任某一气
之下将妻子杀死，一跑就是
13年。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买了一包口香糖
钱包忘到柜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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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发现先人留下的笔迹

孙氏家族卖豆腐起家

文物部门开始保护古宅

房子二层阁楼的布局。房子二层阁楼的布局。

这座藏在孙家庄的老宅历史悠久。这座藏在孙家庄的老宅历史悠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