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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群内互相连通
不出院可以串亲戚

走进吕楼村，从高处俯
瞰，云岩水系零坞河环绕而
行，古刹显应寺屹立千年，
青砖大瓦的古建筑群在青
山绿水中隐现，高大雄伟、
规整有序、错落有致。

吕楼村的古建筑群以
明清建筑为主，距今 500余
年，大部分院落坐北朝南，自
东向西排列，多为四合院布
局，两层、三层楼居多。每座
院落格局类似，设大门、倒座
（四合院跟正房相对的房屋，
通常坐南朝北，用来当客房
使用）、过厅、主楼等，被专家
学者称之为“研究明清家族
血缘关系聚居方式、家族组
织、生产和生活模式的历史
物证，极具中原特色的传统
民居建筑群”。

“特别之处还在于，因居
民多为吕氏，沾亲带故，所以
从外看，建筑群是幢幢独院，
走进去才能了解‘家家相近、
户户相通’的亲缘群居方
式。”提起院落的历史，77岁
的村民吕景明如数家珍，“比
如院落之间均留有侧门，也
叫和气门，互相连通，可以不
出院就走亲串门。”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马燕 陈海
潮 通讯员 孟笑霆 吴亚
楠）“以前只知道家附近
能够办理业务，但具体都
能办理什么事，还用不用
取号，大厅有多少人排队
都不是很清楚。现在有
了‘10分钟便民服务圈’，
一键点击就能查询到这
些信息，再也不用跑冤枉
路了，特别方便。”昨日，
家住商都路附近的张女
士体验了“郑好办”APP
“10分钟便民服务圈”后，
连连称赞。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查
询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情
况，近日，郑东新区在“郑
好办”APP县区服务模块
上线“10 分钟便民服务
圈”专区。企业和群众只

需打开“郑好办”APP，点
击选择相关业务，即可一
键查询办事信息，并精准
导航至相关网点。区域
内群众通过自驾或乘坐
公共交通，基本在 10分钟
内便可到达最近政务服务
场所。

郑东新区政务服务
局工作人员介绍，“10分
钟便民服务圈”包含了东
区 16 个政务服务场所，
其中税务、公积金、不动
产、市场监管、交管、社
保、医保、民政、户籍、水
电气暖等 29个部门的高
频事项，均已实现“就近
办”“自助办”，基本满足
企业和群众“急难愁盼”
事项的办理需求，最大限
度为办事企业和群众提
供便利。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张朝晖 通讯
员 马沂峰 许言 闫万平）
为打通关心群众、服务群
众、教育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昨日上午，中牟县举
行首批 9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点集中授牌暨职工之家
农民工服务站新时代文明
实践点揭牌仪式。

2018年 9月，中牟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挂牌
成立，此后又相继设立了
中牟县委党校、中牟县文
化馆 2 个分中心。全县
14个乡镇（街道）、274个
村均挂牌成立了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建立了
县、乡、村全覆盖的三级
文明实践体系。今年以
来，中牟县又重点围绕爱
国教育、文化文艺、全民
健身、青少年法治教育、

服务农民工、应急救援、
德孝文化传承等方面确
定了 9个场所作为中牟县
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标志着全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体系升级完善为中
心、所、站、点“四级架
构”，真正做到了“群众聚
集在哪里，文明实践工作
就延伸到哪里”。

今后，中牟县将着力
将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打造
成宣传科学理论、培育文
明新风、开展文明实践、服
务基层群众的重要阵地；
持续打造具有特色的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品牌，真正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
好事；不断创新文明实践
活动形式，使群众愿意参
与、乐于参与，让小阵地发
挥大能量，真正发挥实践
点的平台作用。

郑东新区上线“10分钟便民服务圈”

哪个地方人少办事快
上“郑好办”一查就知道

培育文明新风 开展文明实践 服务基层群众

中牟县9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挂牌

新密市吕楼村：

和气门院院相连+乾隆年间吕氏“大厦”
乡村振兴 古村落要打文旅精品牌

500年前的土豪有多“壕”？500年前的高楼长什么
样？来到列入中国第四批传统村落的新密市吕楼村便可
知微见著。吕楼村位于新密市刘寨镇西2公里。据记载，
吕楼村吕氏之祖于明朝洪武年间迁至密县繁衍生息，至明
末清初，吕氏族人在此处置良田千亩，建造三进、四进院
25处，青砖小瓦房数百间，外村人羡慕该村楼高、楼多，称
其“吕家楼”，吕楼村由此得名。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薛璐 通讯员 王洪涛 文/图

2016年，吕楼村入选第
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吕楼村
发展保护规划编制通过，拉
开古村落修缮保护的序曲。

“近年来，我们陆续申请
了国家、省、市的专项资金，
对濒临倒塌的古民居宅院、
古桥古井等进行紧急修复，
并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接
待中心、卫生间、停车场等服
务设施。”吕楼村传统村落管
委会副主任吕兴甫介绍说，
围绕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

示范、历史环境要素修复等
内容，吕楼古村落已完成古
建筑入口处标志性牌坊、传
统街巷、农耕文化展示馆、民
俗廊道、河道治理、浸水区泊
岸步道等部分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融
入刘寨镇‘文旅+农旅’发展
规划，发展民宿、特色餐饮、
观光采摘等新业态，实现创
收收益，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努力打造吕楼古村落精品文
化旅游名片。”吕兴甫说。

因皇帝嘉奖而建造的吕氏“大厦”
说话间，吕景明拿出钥

匙打开门锁，一股封尘已久
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在吕楼，走进任何一座
院落，秩序、风俗和礼仪无处
不在，渗透在院落布局规制
中，更彰显在青砖灰瓦、木刻
石雕的种种细节里。

以“逢泰楼”为例。据《密
县志》记载，乾隆二十二年（公
元 1757年），黄河决口，灾民
众多，吕氏六世族吕逢泰开仓
放粮，赈济灾民，被皇帝封为
“上上善人”，立碑留芳，享三
品官阶礼遇，可拥四层高楼。

因此，吕逢泰的宅院便罕见地
在三层基础上加盖了一层，形
成四层砖瓦结构，并在砖雕门
罩、房屋起脊及挑角正檐处均
饰以龙兽鸱吻，头顶铁制“龙
须”，以显身份地位尊贵，成为
吕楼村的最高建筑，被称之为
“厦”。现吕氏后人称这座楼
为“逢泰楼”。

“吕逢泰虽家财万贯，但品
行端、行事善，事从父母以诚
敬，教子孙以礼仪。他的教导
深深地影响着吕氏后人。至今
吕氏还流传着‘孝义治家、耕读
传家、勤俭兴家’的好家风。”

打造吕楼古村落精品文化旅游名片

吕楼村最高楼吕楼村最高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