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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网络有句话叫借
钱借出的是仇人，没想到现实
中借地也会借出老赖，其结果
一番好意最后闹得邻里反目，
对簿公堂。8月 31日，中牟法
院执行法官李慧琳来到刁家
乡，这已经是他为了一起排除
妨害纠纷案第四次现场调查。

2013年 8月某日，中牟县
刁家乡村民韩某妞找到邻居韩
某须，协商借用韩某须的宅基
地，盖个临时房做生意。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彼
此相处不错，而且自己的宅基
地一直空着没用，韩某须就同
意暂时将宅基地借给韩某妞使
用。出于彼此多年交情和信
任，对于宅基地的使用期限、费
用并未约定，韩某妞口头承诺，
只要韩某须用宅基地的时候，
自己会随时搬离。

不料韩某妞出尔反尔，在
以后的7年时间里,韩某须因需
要自家宅基地，多次催促韩某

妞搬离，韩某妞不但拒不搬走，
今年甚至准备在这块宅基地上
建造房屋。

今年 5月 20日，韩某须一
纸诉状，将韩某妞告上法院。

法院经调查核实后判决，
被告韩某妞立即停止在原告韩
某须的宅基地上的建房行为,
并拆除在该宅基地上的建筑
物,恢复宅基地使用原状。韩
某妞拒不执行。

8月 5日，韩某须向中牟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为了维护申
请人的合法权益，执行法官李
慧琳多次下乡入村实地调查，
拘传被执行人，对被执行人解
法释律，阐明后果，最终韩某妞
同意腾空占用韩某须的宅基
地，并予以返还。

8月 31日，李慧琳法官现
场为双方办理了结案手续，案
件圆满执结。
中牟时报 崔合林
通讯员 黄 芳

黄店镇：花生丰收季 农户增收忙
本报讯本报讯 秋风习习秋风习习，，又到了又到了

收获花生的季节收获花生的季节，，田地里到处都田地里到处都
是绿油油的一片是绿油油的一片。。88月末月末，，在郑在郑
州港区打工的王海科赶回老家州港区打工的王海科赶回老家
中牟县黄店镇段村中牟县黄店镇段村，，帮助家里抢帮助家里抢
收花生收花生。“。“因为在城里工作因为在城里工作，，平时平时
没有时间没有时间，，趁着周末就回来收果趁着周末就回来收果
子子。”。”王海科笑着说王海科笑着说，“，“今年雨水今年雨水
好好，，果子也长得好果子也长得好，，新拔出来的新拔出来的
果子个大饱满果子个大饱满，，过些日子榨出的过些日子榨出的
油那才叫香油那才叫香。”。”

据悉据悉，，今年该镇雨水较往年今年该镇雨水较往年
多多，，花生长势旺盛花生长势旺盛，，99月底前月底前，，花花
生就会全部收获完毕生就会全部收获完毕。。看着丰看着丰
收的花生收的花生，，村民们都纷纷露出了村民们都纷纷露出了
喜悦的笑容喜悦的笑容。。

近日近日，，记者在该镇乡村看记者在该镇乡村看
到到，，田间地头里到处竖起避阳田间地头里到处竖起避阳
伞伞，，村民顶着闷热的天气在忙于村民顶着闷热的天气在忙于
收获花生收获花生。。王海科今年选择了王海科今年选择了
机收机收，，收割机收割机、、摘果机轮番上阵摘果机轮番上阵，，
干净利落干净利落。。

据中牟县黄店龙据中牟县黄店龙大合作社负大合作社负
责人王超介绍责人王超介绍，，从种植到收割合从种植到收割合
作社采取一条龙跟进服务作社采取一条龙跟进服务 今年今年

花生量高价好花生量高价好，，让种植户喜上眉让种植户喜上眉
梢梢，，按目前每公斤按目前每公斤66元元，，普遍产量普遍产量
达到达到700700公斤计算公斤计算，，一亩花生能赚一亩花生能赚
30003000多元多元。。村民赵先生笑说村民赵先生笑说，，今今
年天气适宜年天气适宜，，雨水充沛雨水充沛，，每亩生产每亩生产
成本仅成本仅500500元元，，比往年减少了抗旱比往年减少了抗旱
成本每亩不低于成本每亩不低于100100元元。。

黄店镇盛产花生黄店镇盛产花生，，是该镇传是该镇传
统农业统农业，，花生收获期短花生收获期短，，生产成生产成

本低本低，，经济效益高经济效益高，，成了当地农成了当地农
民增收致富的好门路民增收致富的好门路。。近几年近几年
来来，，该镇农民尝到种花生的甜该镇农民尝到种花生的甜
头头，，逐年扩种了面积逐年扩种了面积，，今年全镇今年全镇
达达33万亩万亩，，主要分布在段村主要分布在段村、、打车打车
李李、、杓王等村庄杓王等村庄，，预计纯收入不预计纯收入不
低于低于80008000万元万元。。
中牟时报中牟时报 徐少杰徐少杰
邓秀红邓秀红 文文//图图

■新闻连连看

老赖演绎
现实版“农夫和蛇”
借用邻居宅基地7年后竟然占用

本报讯 8月末，记者在韩寺
镇小韩村蔬菜交易市场看到了火
爆的冬瓜交易场景。

而周围成片的冬瓜田里，冬瓜
结满了瓜藤，一派丰收的景象，瓜
农们忙着将一个个硕大的冬瓜搬
运到运瓜车上，络绎不绝地运往
交易市场。瓜农朱刘全告诉记
者，他们种的冬瓜每亩产量可达
7000公斤，今年全村30多户瓜农种
植的100多亩冬瓜喜获丰收。

该镇土地肥沃，种出的冬瓜
肉质鲜美爽口，深受消费者喜
爱。每年全国各地的蔬菜商蜂拥

而至，冬瓜的丰收和畅销让众多
瓜农收入颇丰。

据该镇副镇长杨玉荣介绍，
今年韩寺镇种植冬瓜 1200亩左
右，每亩产量 16000斤左右，今年
销售情况比往年要好，收购价格
较往年同期高出许多，6月份价
格每斤在 5角左右，现在 2角左
右，冬瓜有种植省时、省力、省农
资、产量高的特点，只要价格不低
于1角，种植都不会亏本。

近年来，韩寺镇不断扩大冬瓜
的种植面积，并采用统一品种、统一
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目标，有力

地推动了该镇冬瓜产业的发展。
中牟时报 徐少杰
邓秀红 文/图

韩寺镇：冬瓜获丰收 瓜农笑开怀

本报讯 为更好发挥规范化
水厂的示范作用，经水厂自愿申
报、省级遴选、水利部复核，近
日，水利部官网对 100家 2020年
度农村供水规范化水厂名单进
行公示，河南省共 4 家水厂入
选，中牟县水利局大孟集中供水
厂榜上有名。

大孟集中供水厂位于郑州国
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东部，供水
范围不仅涵盖农村居民用水，还
包括保障园区内奥特莱斯、普罗
旺世等商业中心、大型社区用水
需要。该水厂自 2012年建成供
水以来，以地下水为水源，严格工
作纪律、生产运行、水质检验、维
护保养、计量收费、安全生产、安
全用电等，着力打造农村规范化
水厂。目前，水厂日供水量达
6000吨。

中牟县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
测中心设立在该水厂，共配备专
业检测设备43台套，可检测指标

56项，检测水平专业，水质达标
率达到 98%。目前，检测中心正
在申请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证
（CMA）。

该水厂自建厂以来，一直以
规范化水厂为标杆，累计投资
2459万元，持续对水厂进行提升
改造，先后建成了管网信息系统
集成上传、智能调节供水、智慧
节水、智慧调度保障供水等设
施，基本实现了水厂运行自动
化、智能化。达到设备能耗降低
10%以上、节水 30%以上、人力

成本降低 50%以上、提高安全供
水70%以上。

中牟县水利局党组书记、局
长樊守峰表示，获得此项荣誉是
对中牟县农村饮水供水工作的肯
定，农村供水规范化是一项长期
的、不断完善的工作，在取得现有
成绩的同时，该局将持续加大管
理力度，运行管理精细化，服务水
平专业化，持续开展中牟县农村
供水规范化工作，争取再创佳绩。
中牟时报 崔合林
通讯员 许洁 文/图

大孟集中供水厂荣获
“全国农村供水规范化水厂”称号

本报讯 近日，中牟文化
学者娄继周先生在北京国家
图书馆古籍部，发现了明代河
南诗人、一代名士张民表诗集
《赋枕轩稿》。

据娄继周先生介绍，《赋
枕轩稿》一书共二卷 119页，
系万历二十三年（1595）刻印，
王惟俭序。该书收录了张民
表 23~25岁所作诗文 183题计
250首，真实记载反映了诗人
随其父张孟男在南北二京生
活交往、游学经历，以及在当
时河南省会开封居住生活的
情况，其中不乏张民表及其
家庭生活和与姻亲、朋友交
往的描写记录。

《赋枕轩稿》中有张民表在
南京游历生活的诗作《清凉台》
《清凉台莫愁湖》《牛首山禅房
对月》《立秋日长干二首》《摄
山》及其游历河南百泉苏门山
等诗作，反映了他热爱自然、
喜爱游历祖国大好河山的旷
达性情。

张民表（1570~1642），字林
宗、塞庵，明朝河南开封府中牟
县皛泽里土墙村人，出生于北

京其父张孟男官邸，时张孟男
任尚宝司丞，后历任通政使、礼
部、工部侍郎，南京工部、户部
尚书。张民表自幼随父在京
长大，少年时代即以诗才崭露
头角，21岁中举，中年后成一
代名士，为河南士林领袖，“中
州三先生”“天中四君子”之
一。著作等身，多未闻世，在
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围攻开封
之役中，张民表及其手稿皆没
于水。除后来遗诗《原圃集》
《塞庵诗》被门生周亮工搜集
刊行外，其他著述均不见文献
记载。这次《赋枕轩稿》的发
现，对进一步研究张民表其人
早年生平事迹、交往经历和诗
文艺术提供了权威的真实依
据，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及艺
术价值。

《赋枕轩稿》刻印精良，
品相如新。除卷前王序缺
首页和最后一篇《中牟滩头
桥募缘疏》缺后页外，内容
完好，不仅是难得的善本古
籍，而且可能是海内孤本，十
分珍贵。
记者 张朝晖

中州名士张民表
珍本诗集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