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七区河医片区拆迁改造王立砦村异地安置房选房工作已经启动 ,结合目前房地产行业发展及郑州市房地产情况 ,我指挥部为切实解决王立砦村被拆迁群众安
置问题 ,提供有异地安置房房源供被拆迁群众选择 ,对于没有选择异地安置房的群众 ,我指挥部也提供有周转用房房源，以保障被拆迁群众基本居住生活需求。 但下
列被拆迁群众在规定时间内既没有选择异地安置房 ,也没有选择周转用房，现我指挥部通知如下：

一、我指挥部向下列被拆迁房屋产权人（若产权人已故的 ,本通知及于产权人的全部继承人。 产权人和继承人在本通知中统称为“您”）分别提供下列周转用房：

通 知

����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 1 个月后，对应《二七区王立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过渡费或临时租房补贴不再发放，请您收到本通知尽快到我指挥部办理签订《拆迁住
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领取钥匙等手续。

二、若您决定选择产权调换异地安置的 ,请持《二七区王立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原件及相关凭证联系我指挥部办理，签订《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
议》进行异地安置房选择等相关事宜 ,对应《二七区王立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过渡费或临时租房补贴截止时间同本通知中提供周转用房时的停发时间。

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您送达 ,现向您公告送达本通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二七区河医片区改造指挥部

2024年 6 月 27 日
（办公地点：二七区合作路 4 号院对面王立砦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电话 : 0371-6797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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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开封才知道，非常有特色的河
南话“中”不仅仅是方言，也是一个重要
的历史见证。

中，在开封，是一段段清晰的历史，
而见证这久远历史的就是开封的城市
中轴线。

2022年9月28日，国家文物局“考
古中国”平台发布开封北宋东京城州桥
遗址重大考古新成果：北宋州桥遗址重
见天日。

2023年3月28日，“河南开封州桥
及附近汴河遗址”入选 2022 年度十大
考古新发现。

埋藏在地下千年的州桥终于得以
揭开神秘面纱。今天的州桥实际位置

位于开封市中山路与自由路十字路口
南约 50 米，是北宋东京城中轴线御街
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
建筑。《水浒传》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
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就记载了落魄
的杨志曾在州桥发生的故事。

（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
儿，上市去卖，走到马行街内，立了两个
时辰，并无一个人问。将立到晌午时
分，转来到天汉州桥热闹处去卖。

从小说中的这一细节可见，当时的
州桥一带是人流密集之处，也正因此，才
有杨志杀了泼皮无赖之后被扭送官府，
要是人烟稀少，哪有下文的故事？

在州桥本体发掘探方上方，搭建了

保护现场的大棚，从土层剖面可以清晰
地分析出朝代特征，在开封多次被黄
河淹没之后，人们并没有放弃而是选
择了原址重建。如果一位北宋的开封
居民穿越到今天，在这里他肯定不会
迷路——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

家园难忘，故土难离。这，或许是
对中的最好理解。在八朝古都开封，中
轴线为我们解读了“中”的含义。

现在的河南方言“中”字，其意思等
同于普通话中的“行、好、能、可以”等。
在开封，尤其能体现“中”的这一含义还
在一书一画，画叫《清明上河图》，书名
为《东京梦华录》。

关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能汇集

成一本厚厚的书，开封人独创地将它立
体展现出来。已经成为5A旅游景区的
清明上河园游人如织，孟元老在《东京
梦华录》里用文字描绘的场景也一一得
到还原，沉浸式游园加上大型实景演出
仿佛重回繁华的北宋。“如果让我选择，
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代。”历史学巨
著《历史研究》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汤
因比曾经如是说。

6月4日这天，新华社播放了这样
一条消息：嫦娥六号完成月背采样之
后，在月表呈现一个“中”字。@嫦娥
六号月球探测器发了条微博：我看

“中”！
开封，果然“中”。

嫦娥六号，中 开封，中！
□胡晓斌

上接A12版
（四）

一九八四年春节前，中共南阳地委
报请河南省委将我由淅川县委副书记提
任内乡县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在审
阅我的档案时对于我为什么能够在一九
七O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入党提出了
疑问，要求南阳地委搞清楚并上报省
委。南阳地委派出两位同志到罗山春秋
做了调查。若干年后，参与调查的同志
告诉我，春秋的干部、群众对我的反映实
在好，他们写的调查报告甚至可以作为
一篇动人的报告文学登上报刊。一九九
五年，河南省政府在新加坡开办了一个
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市长培训班，全省
各市派一名副市长参加，省建设厅副厅
长邬学德为副带队。一天邬学德对我
说，春秋的老百姓对你的评价可是高得
很呀，说共产党的干部要都像你一样，就

不愁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办不好。我很
惊讶，你这个省里的厅长怎么可能听到
大别山里一个山村的老百姓说的话。他
问我，春秋有个叫毕家田的人你认识
不？我说，认识呀，不就是春秋毕楼生产
队的会计吗？他告诉我他们是亲戚，毕
家田来他家时多次说过这个话。这两件
事对我触动很大。平心而论，我所做的
和春秋老百姓的夸赞距离的确很大，我
实在不能承受。很多应该做的因为我当
时认识不到而没去做，有些应该做得更
好些，但效果却不理想，我至今还心有遗
憾。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共
产党的干部哪怕为老百姓做过一点好
事，他们都会记在心里。我们的人民太
好了，我们只有坚守初心、全心全意地把
他们托付的事情办好，让他们有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才能对得起“人民公仆”
这个称号，万不能重私利和懈怠。否则

不光是对不起养育了我们的人民，对不
起我们有幸遇到的千载难逢的好时代，
也对不起我们自己的良知。

春秋毕楼的一千二百多天在我八
十年的人生历程中不算太长，但毫无疑
问是一个“里程碑”。在这里，我从大别
山老区人民那里承接了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的精神财富，增强了我在这以后各
个工作岗位上不畏困难、尽心尽力为
民、拒绝邪恶的能力，为我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定盘
星”的作用。这一切都已根植在我的心
中，溶化在我的血液里，让我终身铭记。

我难忘的春秋毕楼，你那七十多座
山头，四十多条大小田冲和崎岖山道，
都留有我的脚印；那近三百块稻田，哪
一块都溶过我的汗水，有的还流滴过我
的鲜血；村里那四十多家门槛，哪一家
我也不知进出过多少次，哪一家饭菜的

酸甜苦辣咸淡，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就
是村里有些大妈大嫂娘家的趣闻轶事
我也能说出一二。当然，最让我牢牢铭
记的还是那些熟悉又亲切的面孔和他
们那勤劳朴实、宽厚善良、智慧坚毅的
品格。很久很久了，我从不怀疑，如果
哪一天化作了一缕青烟，我也会急迫地
再返回去，在那白云蓝天上，看看我牵
心挂肚的春秋毕楼。

注1：南方山区的村庄大多分布在
山冲的中部和下部，村庄里人畜活动产
生的肥水都进入村庄周围和下游的稻
田，这里稻田的土质就比较肥沃。山冲
上部就没有这个条件，加上山谷狭窄，
日照不足，田土就相对贫瘠。

注2：担挑用的农具。下部为簸箕
状的竹筐，连着三根用做系绊的竹棍，
盛装泥土或肥料。

永远爱在我心中的春秋毕楼
□黄玉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