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9月26日 星期五 编辑：王翠 美编：陈媛媛 校对：王阳

荥阳播报 国庆七天乐
Y07

荥阳市区方圆几十里，没人不知道“大坑”的。“大
坑”，是荥阳市区杨五楼村北至陇海铁路之间的一片洼

地，现在是有名的“大坑农贸市场”。提及这一带地域，笔
者14岁进城上学，18岁参加工作，至今64年都在城区，特别

在原城关镇任职20多年，而杨五楼又是城关镇属下，所以对
杨五楼北边“大坑”的来历有所探索。

史料记载，杨五楼村原称演武楼村，世代相传从唐朝始，这
里便是官家演武、练兵之地。现在的杨五楼村以南，原有南北

走向的一条土岭，这岭称“演武梁”，是老百姓观看军队演武的高
地；土岭东边的100多亩一马平川之地，是官军飞马射箭的“演武

场”；杨五楼村则是官军居住的馆驿之所，时称“演武楼”；“演武楼”
北边的近百十亩低洼之地，是各地来军喂养军马、临近演武之前将

士军马的出发之地，后人称之为“藏马沟”。
随着时间推移，缘于“藏马沟”低洼聚水，久而久之这里成为杨五

楼村的荒芜废弃之地。1981年，那时这里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污水横
流，臭气冲天。当时人们从这里经过，都是掩鼻匆匆而行。那些年这里

的人们流传着这么一些俗语：“藏马沟里杂草生，臭气冲天污水坑。死狗
死猫熏死人，臭气扑鼻蚊蝇叮。藏马沟里别去转，僻静之处不洁净。”言外

之意那里还常常埋葬无名死人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1983 年我们城关镇提出镇政府、生

产大队、生产队、联户、个人“五个轮子一齐转”发展经济，全民动手搞企业，
城关镇政府携手市工商管理局，动员社会力量集资，综合治理了“藏马沟”，我

们在这里平沟填坑，铺修街道，建筑临街门市商业用房，共计有 120 多家、近
30000平方米，并且由城关镇和工商局携手，建立了市场管理部门。立时，“大坑

农贸市场”成为荥阳北部地域几个乡镇蔬菜等农业产品的集散地，城区荥阳南部
几个乡镇百姓也跑数十里地来这里买“便宜货”。

后来，加上河南省建材厂的转型和开发，杨五楼“大坑”南头、西邻又设立了蔬
菜市场和超市，杨五楼的“大坑”立时成为市区和市区周边人们的蔬菜、农产品的

“采购、转销中心”，杨五楼的“大坑农贸市场”也慢慢驰名荥阳各地。
时光如梭，如今的大坑农贸市场已不符合其作为荥阳城市副中心的位置，车水马

龙已变成路堵，车蜗行，人心急。今年9月，兴华路北段和汜河路西路改造，“大坑”的
“肠梗塞”现象初步改观。目前，紧临的农房索河湾已露芳容，不久将出现集商业、休
闲、开放、人群、亲和于一体的商业街区，届时实现商业由集贸市场退至商业街区内，“肠

梗塞”自然痊愈，“大坑”也成为过去式。
试看明日之天下，杨五楼北边古老的“藏马沟”这个“大坑”将必然是又一番新天地。

通讯员 王永襄 文/图

9月3日一大早，85岁的王龙章老人就起床了，今天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日子。简
单整理一下，拿上随身携带的布袋前往乡下老家。

沿着环翠峪旅游大道一路向南，20 分钟车程便到了五云山脚下的刘河镇石庄村。临街一
堵长16米、高3米的院墙上，镶嵌着一通通青青的石碑，清晰醒目的字迹镌刻着歌咏抗战英烈
的诗文，形成一座美丽的“碑墙”，在青山绿树间格外醒目。

飞机大炮机关枪，虎牢关前开战场。
日寇蜂拥西进犯，国军阻击将关挡。
古朴的诗句仿佛将我们带回战争的岁月。1941年9月30日，日军偷渡黄河攻打广武，

开始了在荥阳境内的烧杀抢掠。1944 年，日军南攻五云山一带，同年由皮定钧司令率领
的豫西抗日支队先遣支队到达五云山西麓鏊子岗，与日军进行了多次战斗。

在战斗的硝烟中长大的王龙章老人当时还上小学，亲身经历了八年抗战，多次在家
门口观看打仗，参加儿童团为八路军站岗放哨，亲眼目睹了日寇之凶残，也被爱国将士
的英勇奋战而深深感动。

1991年退休在家的王龙章老人开始利用各种机会踏访荥阳周边昔日抗日战场，
走访烈士家属和知情人，努力获取第一手资料，并把搜集到的抗战史实资料浓缩整
理成言简意赅的诗歌。去年3月，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让那些抗战牺牲
的英烈永远为世人记住，王龙章老人萌生用石碑“雕刻”这段历史的念头。

一块打磨好的石碑动辄百元，着实让王龙章老人为难。一次偶然的机会王
龙章老人发现一个工地上有一堆修路废弃的旧石板，就用自己的三轮车一块块
拉回家，又买来工具切割成长80公分、宽30公分的小石板，再打磨成一块块平
整的石碑。

凭借儿时跟姥爷学的些微碑刻技艺，王龙章老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摸索
着雕刻，一块儿、两块儿……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王龙章老人用自己的双
手打磨了50多块石碑，雕刻完成22块。他又叮嘱儿子全部镶嵌在老家的
外墙上，供人免费观看。

“今天是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首个纪念日。赶在今天之前完工
也算完成了我的一个夙愿。”王龙章老人抚摸着一块块石碑，像是跟离
别多年的亲人诉说着什么。

过了许久，老人从随身携带的布袋中摸出一块木板，用毛笔写上
“石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展览”16个铿锵大字，用铁丝缠在
了路边的电线杆上，以提醒过往路人。老人告诉我们，这只是他雕
刻的一部分，在有生之年他还要雕刻“弘扬孝道”、“崇德向善”、

“文明之声”三个主题将剩余三面墙壁填满。
临走前，老人又从布袋中拿出一挂鞭炮，让村里人在碑墙前

燃放。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似乎在告诉那些已逝的英雄，他们的
血没有白流，他们的事迹后人将永远铭记。

抗战八年历艰辛，日军烧杀灾难深。
亲身经历当年事，回忆刻石告后人。
当年事情千千万，仅记点滴都是真。
后人莫忘献身者，功高世代牢记心。
鞭炮声渐渐消逝，引来众多过路人前来观看，有人满

怀深情地诵读着老人的诗，伴随着鞭炮声传向远方……
通讯员 蒋士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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