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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播报 城事
G05

还原宋陵历史风貌
整修东门周边环境

近日，巩义市为了还原宋陵
历史风貌，重塑宋陵“中原文化
名片”，召开永昭陵小东门及周
边环境治理修建方案会议，省、
郑州市相关专家对治理方案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永昭陵小东门及周边环境
治理修建，遵循“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
针。修建治理范围，南起小东
门，北止人民路南广场，西临下
宫遗址边界，东南相邻建设路，
东北至宋城御街消防通道，总面
积约4万平方米。

与会专家还观看了永昭陵
小东门及周边环境治理修建详
细规划方案视频，各相关专家对
永昭陵小东门及周边环境治理
修建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巩义播报 陈振翔

如果一棵上百年的皂角树
长在深山老林、荒郊野外、房前
院后，这并不奇怪。但一棵皂
角树在房屋里住了400多年，与
人朝夕相处，这真是一件稀奇

事儿。
11 月 20 日上午，记者在巩

义市涉村镇罗泉村73岁老人吕
进现的房子里见到了这棵长在
房子里，并拥有一间独立“卧

室”的皂角树，它在吕家一“住”
就是400多年。

据 73 岁的吕进现老人介
绍，从打小记事起，这棵树就
是长在房子里的。房子最开
始是瓦房，后来因为年久失
修 ，每 逢 下 雨 瓦 房 就 漏 水 ，
2008 年索性把瓦房扒掉，盖了
现在的两间水泥房。这其中，
一间是皂角树的“卧室”，另一
间布置成小孙子的卧室。现
在，儿子、孙子进了城，就只剩
他和老伴两个人与这棵古树
朝夕相处了。

吕进现的老伴刘淑芳告诉
记者，据吕氏家谱记载，最先迁
到罗泉村的吕姓人家要追溯到
明末清初，算起来至今已有 16
代人。至于“房子包树”的具体
时间，距今至少400年了。最大
的可能就是迁居此地的第一代

吕姓人在建房屋时，地基上长
有一棵树，主人看着很茂盛，舍
不得砍，就把树包到了屋内。
当记者问起人和树怎样住时，
刘淑芳老人说：“这里一逢下雨
天，水就顺着上面的树洞拼命
往里灌，屋内就成水帘洞了。
孩子开始也是在这儿住的，后
来感觉空间狭小，实在不方便
就搬出去，把这间房子完全让
给树住了。”

据巩义市林业局工作人员
介绍，这棵皂角树名列《巩义古
树名木志》，树龄应该在 400 多
岁。在巩义市开展的古树名木
普查活动中，普查组的同志还
特意为这棵百年皂角“体检”一
番，当时测量的数据是树高 13
米，平均冠幅 10 米，“胸围”1.3
米，还算健康。
巩义播报 陈振翔 文/图

奇！400年的皂角树长在房子里
真奇！还拥有一间独立“卧室”

近日，家住巩义市孝义街
道龙尾村的李宝坤老人打来热
线电话告诉记者，他们村部院
内的一棵国槐树上竟长出了

“仙人掌”，而且“仙人掌”上还
结出了“韭菜花”，酷像鸡冠花。

11 月 19 日下午，记者来到
巩义市孝义街道龙尾村村委大
院，在大院门口左边见到一棵
高约 10 米、30 厘米粗细的普通

国槐树。在国槐树一个树杈的
末梢，五六个大拇指粗细的枝
桠最前端突然变宽，弯曲生长，
活脱脱“仙人掌”模样，“仙人
掌”顶端依稀还有一颗颗绿豆
大小的绿色小圆球。在这个

“仙人掌”上部的枝桠上还长着
6个大小不一的“仙人掌”。

今年 77 岁的李宝坤说，一
个多月前，他在村委会的院子

里乘凉时发现这棵国槐上有些
奇怪的树枝，也没多想。没想
到，这几根树枝越来越长，越来
越扁，越来越像仙人掌，还有模
有样，他长这么大从没见过。
此事传开后，许多村民来此观
看，有好奇的人从附近村庄和
市区赶来看稀奇，纷纷拿出手
机拍照。
巩义播报 陈振翔 文/图

国槐树上长出“仙人掌”

巩义市9万中小学生
进行健康体检

近日，记者从巩义市教体局
获悉，该市从 11 月 4 日起，对全
市 9 万多名中小学生健康体检
工作正式开始，教体局和疾控中
心组织医疗队到各学校为全体
学生巡回体检。

此次健康体检项目包括：病
史询问、内科常规检查、眼科检
查、口腔科检查、外科检查、形体
指标检查、生理功能指标检查、
实验室检查，小学、初中入学新
生必检项目是结核菌素试验，寄
宿制新生入学时增加肝功能谷
丙转氨酶、胆红素试验，必要时
检查乙肝表面抗原。

教体局要求各学校按照体
检时间安排，提前准备好体检
场地和物品配备，组织学生体
检 ，为 每 个 学 生 建 好 健 康 档
案。据悉，义务教育段学生的
体检费用在学校公用经费中支
付，中专和高中段学生的健康
体检费学生自付，所有学校体
检工作在 11 月底结束，体检结
果会及时反馈给学生和家长，
并给出指导意见。
巩义播报 陈振翔 通讯员 王海良

300 多 年 前 ，依 托 山 区
丰富的石材资源，新中镇孕
育 了 众 多 手 艺 高 超 的 石 匠
和 石 磨 加 工 庄 园 。 泰 茂 庄
园的主人张书泰，当时在玉
仙河上建起了第一座“龙王
磨”。“龙王磨”用汹涌的河
水 做 动 力 ，带 动 石 磨 磨 面
粉、磨豆腐。鼎盛时期的泰
茂庄园有 8 个石磨加工厂
和豆腐坊，拥有 1400 公顷
土 地 的 泰 茂 家 族 由 此 成 为
巩义市第二富豪。

纵观整个庄园，记者发
现 整 个 庄 园 每 一 排 为 一 个
大 院 ，几 个 大 院 的 北 部 窑
洞 和 院 落 相 接 处 有 一 暗 道
沟 通 ，这 个 通 道 暗 道 平 时
藏 宝 ，战 时 全 家 从 此 道 逃

跑 。 6 个 院 中 自 上 而 下 原
有 拱 卷 式 连 通 各 院 的 两 条
路，一条专供男人上下，另
一 条 专 供 女 眷 行 走 ，封 建
礼 制 男 女 有 别 观 念 ，从 这
两 条 路 上 体 现 得 淋 漓 尽
致 。 另 外 还 有 一 座 专 供 结
婚 的 屋 子 ，全 家 不 管 哪 一
代、哪个人结婚，都在这座
屋 中 举 办 ，待 下 一 个 家 庭
成 员 结 婚 时 ，才 搬 入 其 他
窑房中，依此类推、颇有特
色 。 更 奇 怪 的 是 ，几 乎 每
层 窑 的 内 部 ，都 有 一 个 上
下 相 通 、直 径 10 厘 米 左 右
的传音洞，一旦有“敌情”，
即 可 通 过 这 些 竖 洞 层 层 相
互传达，按部署统一行动。
巩义播报 陈振翔 文/图

巩义泰茂庄园从规模和年代上虽然比不上康百万庄园、刘镇华
庄园、张诂庄园，但它是一个牧羊人建起来的，不是朝廷大员也
不是一方富豪，如何建起规模气势宏大的建筑群落？一种说法
是明末分得李自成一部分金银财宝发家，一夜暴富；一种说法
是靠一盘“龙王磨”辛勤劳动致富。众说纷纭，究竟是如何建成
的已无法考究。初冬的一天，记者来到有着300年历史、充满
神秘色彩的泰茂庄园，领略其中的奥秘。

泰茂庄园位于巩义市新中
镇灵官殿村，庄园坐西北面朝东
南，依山而建，像一座坚固的城
堡，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山崖、
房屋、窑洞、庭院、树木，互相映
衬，错落有致。共分七层九洞，
即：七层院落、顶部窑洞九个。
庄园现存房屋40间，窑洞45孔，
南北长200米，东西宽50米，总
面积约 1 万平方米。据巩义市
文物旅游部门介绍巩义泰茂庄
园由清代张书泰建造，此处民居
的发现，为研究清末和民国时期
的民间建筑提供了实物依据。

陪同记者的巩义市文物旅
游局宣传科高峻说，从布局、建
筑风格方面看，泰茂庄园是由
一代人来建的，一代人靠牧羊
建起如此大的庄园，几乎不可

能。巩义有一个牛状元府，牛
状元府是由清朝牛凤山武状元
和儿子牛瑄两代人建的，他们
在清朝官至一品，但牛状元府
与泰茂庄园相比仍逊色不少。
一品大员都建不了那么好的庄
园，一个牧羊人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更不可能建成。

在灵官殿村，一位 86 岁在
村口散步的老汉告诉记者，他听
祖辈们讲，张书泰的父辈或祖辈
是明末起义军领袖闯王李自成
一个队伍里的将领，在李自成被
清军赶出北京城失败后，分得一
部分金银财宝。为躲避清军的
追杀就带着金银财宝到深山里
定居。张书泰一夜暴富，建起了
这个庄园。究竟是不是，如今已
成了难解的谜，无法考究。

李自成留下的金银之谜 祖传“龙王磨”致富之谜

巩义农村集体土地所
有权确权登记发证通
过验收

近日，巩义市农村集体土地
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成果通过了
省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
记发证工作验收组验收，标志着
我市此项工作初战告捷。截至目
前，该市20个镇(街道)、292个行
政村、2483个村民小组，17520宗
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的调查工作
已全面结束，农村集体土地所有
权数据库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自2012年2月该市农村集体
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启动以
来，巩义市拨付专项经费 920 多
万元，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条件；
市、镇、村逐级召开动员会，层层
设立专门机构，激发相关工作人
员的工作热情，在全市范围内张
贴通告 600 余份，倡导群众主动
配合此项工作的开展；全市共抽
调专业工作人员 200 余人，配备
高精度GPS测绘仪器，4家资质工
作单位及监理单位进驻该项目，
全力以赴采集各相关数据；国土局
每周一次周例会，每半月一次工作
推进会，确保工作进度和精度。
巩义播报 陈振翔 通讯员 李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