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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遗忘的历史

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您可
知道这里的村庄、这里的
寨、这里的道路和这里的一
草一木也许都曾经见证过
历史。伴着城市的发展，时
光斗转星移后，这一段段旧
事仿佛断裂了时空，就快要
消逝不见。
即日起，《国基路社区报》每
期为您挖掘国基路街道那些
“不能忘却的纪念”，为您讲
述属于国基路街道独有的旧
时城市记忆，让您更加了解
这个城市。如果您有与之相
关的故事或者老照片，欢迎
传稿至 gjlxuanchuan@
126.com，并注明姓名+联
系方式。

2000 年以后，杓袁村的村民逐
渐 离 开 了 土 地 ，改 变 了 靠 天 吃 饭
的 命 运 。 2008 年 ，为 吸 引 更 多 的
外 来 人 口 入 住 ，杓 袁 村 建 起 了 公
交 站 ，并 鼓 励 村 民 建 房 出 租 。
2010 年 起 ，村 里 的 楼 房 如 雨 后 春
笋般拔地而起，低的五六层，高的
十三四层，光带电梯的就有 100 多
栋 ，来 村 里 租 房 的 人 也 渐 渐 多 了
起来。杓袁村是金水区最北的一
个城中村，与陈寨等城中村相比，
面 积 小 了 许 多 ，名 气 也 相 对 要 弱
上 一 些 ，建 房 后 出 租 效 益 越 来 越
好 ，聚 集 了 不 少 郑 漂 。 公 交 公 司
曾 做 过 统 计 ，每 天 从 杓 袁 村 上 下

车的乘客就有 5 万多人。
村 民 们 说 ，近 几 年 整 体 上 村

里 的 经 济 收 入 提 高 了 ，精 神 面 貌
也 有 了 很 大 的 改 观 ，村 民 对 教 育
的 重 视 程 度 也 有 了 很 大 的 提 高 ，
出 了 不 少 研 究 生 、博 士 生 ，还 有
很多出国留学的。

今年 8 月份，杓袁村作为城中
村 率 先 被 拆 除 了 ，原 先 的 村 民 都
已 离 开 了 这 座 村 庄 ，留 下 的 只 有
一些拆迁后的残片断瓦。“这花园
路和中州大道像是花轿的两支轿
杆 ，一 定 会 抬 着 俺 们 村 里 的 人 过
上好日子。”说起未来的生活，袁
延林充满了期待。

杓袁村地势低洼，大多是胶泥
地，也叫“黏土地”，易板结积水，保肥
保墒，是村里小麦、玉米、高粱、大豆
的粮仓，村民世代以耕种为生。

那时，杓袁村的高粱足足有 4
米多高，根扎得又深又远，抗风耐
涝，被称为“铁腿庄稼”。65 岁的袁
延林说，在他小时候，小麦这种“细

粮”很少吃到，高粱却是最常吃的粮
食，春播秋收，将高粱与豆子一起用
石磨磨成面做成黑窝窝，是家家户
户的主食，困难时期，更是村民的

“保命粮”。如今，郑州周边已经很
难找到高粱地了，4 米高的高粱更
是难得一见，许多美好的记忆也早
已消失在岁月里。

曾盛产4米高的“铁腿庄稼”，是村民的“保命粮”

杓袁村位于国基路街道辖区北部，北靠贾鲁河，南临连霍高速，西接花园路，东临中州
大道，东西约长10公里。全村占地0.9平方公里，共有住户309户，常住人口1450
人。袁、邵、李、张是村里的主要姓氏。“‘袁’是村里的大姓，宗族辈分排列非常严格，
不论年龄大小，该叫啥叫啥。”正在编写村史的退休教师袁延林介绍，宗族辈分是中国
人的传统，虽说如今有的人不再按照家谱辈分取名，但村里的族谱上都详细记录着每
一个人。“有人说我们村像是一顶‘花轿’，地理位置非常好，村里的人都有福！”
记者 康迪 文/图

过去的杓袁村只是个小村落，在
县志、地 方 志 中 都 几 乎 没 有 记 载 。
其实，早在 5000 年前，先民已在杓
袁村大队第四生产队的土地——花
岗上繁衍生息。此后数千年间，郑
州屡遭黄河水患，特别是郑州以北
包 括 杓 袁 村 在 内 的 大 片 土 地 都 黄
滩塗地，当时百姓流离失所。到了
公元 1500 年左右，杓袁村周边几乎
成了一片泽国。

1972 年，郑州市博物馆考古大队
对杓袁村第四生产队东南花岗处的遗
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发
现房基 42 间，墓穴和水井 310 个，墓葬
316 座，出土陶器、石器等各种生产工
具、生活用品和装饰品 3000 多件。经
碳位素测定，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

属奴隶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处仰
韶文化遗址，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是
全省当年发掘的最有价值的文化遗
址，被考古界定名为郑州市大河仰韶
文化遗址。

1984 年 1 月 19 日，专家在杓袁村
第四生产队大河村遗址北半部考古发
掘时，从距地面 1.4 米深的地层中发现
一枚距今已有 4000 多年前的鸟蛋（经
碳位素测定），长径为 3.9 厘米，短径为
2.8厘米。这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
掘中还是第一次，震惊全国考古界。

明朝时期，陕西洪洞县迁民定居
于此，杓袁村才开启了新的历史篇
章。往后数百年中，杓袁村的地理位
置和炎黄子孙的生存发展、繁衍生息
仍是密不可分的。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
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
窝”。至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仍流
传着这句民谣。《郑州志》记载，明朝嘉靖
年间（约1530年），在山西洪洞县大槐树
下进行了一次人口大迁徙。杓袁村袁姓
人的祖先就是那时移民来的，第一批到
达郑州的人们被分到了杓袁、庙李、路寨
和柳林4个村。杓袁村除了袁氏，邵、李、
张等姓氏也相继迁来。

据村里的老年人讲，杓袁村地势
东高西低，袁姓祖先来到村里后，住
在东面地势较高的土岗上，村庄最初
取名“袁家岗”。

除了种地，袁氏祖先还有一门制作
木勺的手艺。袁延林介绍，袁氏祖先制
作木勺必须采用一种特殊的木料——毛
柳。与普通“食柳”不同，毛柳颜色发黄，
树身主杆高，长相匀实，没有多余的树

杈。袁氏祖先找来这种毛柳，用独家技
艺进行“九蒸九晒”加工后，造出的木勺
不翘不裂、经久耐用，受到村民们的喜
爱。为贴补生计，每当农闲时，袁氏祖先
会带上几捆事先蒸晒好的毛柳木，走向
较远的村落售卖。无论是舀水的大勺，
还是吃饭的小勺，袁氏祖先都能按照村
民的需要，做出得心应手的勺子。

久而久之，袁氏木勺在方圆百里
名声大噪，很容易就能卖出好价钱。
每到一处，村民们便知道是“木勺袁”
来了。不知从何时起，“袁家岗”也就
自然改名成了“杓袁村”。

杓袁村地势东高西低，西南角的
大沙岗形似乌龟，是袁氏祖茔。据茔
地里一块乾隆 19 年的石碑碑文记载，
杓袁村的祖先名叫“袁尚德”。因年代
久远，“袁尚德”是否就是老人口中的

“木勺袁”已无从考究。

祖先是木勺手艺人，村子曾叫“袁家岗”

曾经“高楼林立”的城中村

杓袁村民的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