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3月1日 星期五编辑：贾臻 校对：武衡 组版：思雨
深 读 09

■往事如烟
莲庄镇位于宜阳县西部，依水而踞，坐落于洛河

南岸。镇名莲庄，顾名思义与“出淤泥而不染”的莲
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据莲庄镇莲岳诗书画联谊会会长马立谦介绍，
该镇原名并非莲庄。相传清朝某年的一天，河南知
府到该镇视察，行至村东古岭时，在此休息。这时，
村中乡保等人出来跪拜迎接，村里的百姓纷纷出来
观看。

河南知府询问：“这是什么村？”乡保回答说：“这
是廉庄村，廉洁的廉，村庄的庄。”知府又指着村南边
的山峰问：“这座山峰叫什么？”乡保答：“因该山形似
一朵莲花，故名莲花山。”听罢，知府说道：“你们这里
村南有莲花山，村北有洛水环绕，如同莲花漂浮于水
面之上，景致太美了，以后你们村的名字就叫‘莲庄’
吧。”至此，镇名中的“廉”字就改为“莲”，一直流传至
今。

莲庄镇还是明朝兵部尚书王邦瑞的故里。据
《宜阳县志》记载，王邦瑞出生于莲庄一户普通农家，
从小聪明伶俐、有胆有识。有一次他和小朋友在街
上玩耍，忽然听到衙役鸣锣开道，县太爷轿子从此通
过，百姓纷纷避让，王邦瑞却在哪儿一动不动，衙门
怒喝道：“谁家这无管教的狂生，县太爷到此还不让
路。”王邦瑞回答：“世上只有官躲城，哪里会有城躲
官。”县太爷听罢，认为这孩子颇有胆识，便绕城而
过。

王邦瑞做官后，得到嘉靖帝器重。他在宁夏兴
修水利，开挖3条干渠，缓解了当地连年旱灾。当地
人民为了纪念他，在地头盖起“尚书庙”，每逢节庆，
都要摆上供品纪念他。

■人文自然
莲庄镇距宜阳县县城20公里，东接城关镇，西

邻张坞镇，南连上观乡，北隔洛河与韩城、柳泉相
望。该镇交通便利，省道南车线、安虎线交叉穿镇而
过。

莲庄镇面积81.8平方公里，耕地32973亩。该
镇辖 17 个行政村 43 个自然村 164 个村民组，共计
6040户3.7万人。

莲庄镇半山半川，山地多为红黏土，川地多为沙
壤土。新中国成立以来，该镇通过兴修水利、开渠打
井、修堤建坝，改变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农、林、牧、副
业发展较好。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谷
子、红薯等，经济作物有烟叶、花生、蔬菜等。

■今日涧河村
据莲庄镇党政办主任卢红召介绍，近年来，该

镇凭借自身优势，打造山水莲庄、生态莲庄、魅力
莲庄，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林木花卉产业。截
至目前，该镇已有花卉苗木 2000 多亩，经济林
1000 多亩，工业原料林 3600 多亩，核桃基地 3 个
占地2630亩。

提起莲庄镇花卉苗木产业，涧河村可谓一颗明
星，该村的千亩花卉苗木基地很有名。

近日，记者沿涧河东岸的公路行驶，只见路两旁
种植有红叶石楠、白皮松、银杏、大叶女贞、白玉兰、
樱花、海棠、紫薇、桂花等多个花卉苗木品种。同行
的工作人员介绍，涧河村的花卉苗木主要销往市区、
洛宁、伊川、吉利及济源等地，用于道路、公园、社区
绿化、园艺装饰等。

涧河村村委工作人员陈汉章介绍，这些花卉苗
木都属于该村的千亩花卉苗木基地。该基地是
2009年由宜阳县北国风光生态园林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的，当时，该公司流转土地1280亩，全
部用来种植花卉苗木。

“此前，村民主要靠种地及外出打工挣钱，自从
村里发展花卉苗木，吸引不少村民回村。”陈汉章说，
村民可以从园林公司获取土地租金，还可以在园林
公司工作，何乐不为！目前，该村共有近300名村民
从事种植花卉苗木工作，“一人一个月赚上千把块钱
不成问题”。

村民郭新平家有4口人、3亩多地，此前，家里主
要种植小麦、玉米、花生等，每亩地年收入七八百
元。现在，他将地租出去后，每年每亩地不仅可收到
1000多元的租金，同时，他和爱人在基地打工，每人
每年还能有1万多元的工资。

下一步，该村将市场拓展目标瞄准在北方市场，
计划扩大基地规模，将基地打造成南北花卉苗木的
中转地。同时，该村引进南方四季常绿的花卉苗木，
经过养护后，再销往北方城市。

除了开辟北方市场，该基地还计划借助优越的
自然环境，发展集观光、住宿、餐饮、采摘等于一体的
生态观光园，吸引周边游客前来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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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的一个上午，我们在丽景门城楼上碰
到了与老伙伴同游、家住西工区的李奶奶。今
年81岁的她，精神矍铄。

李奶奶回忆，现在西大街的长度和宽度基
本同她小时候一样。抗战期间，为防止日本人
空袭，老城许多人家里都挖了防空洞，而且大多
相互连通，各家的井口就是出风口。“一次我和
大人躲在邻居家的地道里，最后从另一家（邻
居）的地道钻了出来，印象可深了。”除了战时的
防空洞，李奶奶的记忆中还有天井窑院，那里封
存着她童年的美好记忆。

如今的西大街西起西门口街，东至十字街
口，全长近 800 米，沿街商户有 200 多家，多以
古玩字画、本地小吃为主，也有一些非物质文化
遗产老字号和传统手工作坊。此外，这里还能
找到原河南府城隍庙遗址。

本世纪初，西大街和东、南大街以及兴华街
被翻修改造，青石板路面和明清式建筑，古味儿
颇足。

纯德堂第三代传人吴广军告诉我们，旧时，
丽景门至鼓楼一段是老城最为繁华的地段，西

大街则占据了其中的大部分。
今年87岁的袁志恒，是在丽景门一带长大

的。“旧时西大街土杂店多，东大街卖鼓、锣的
多，北大街绸缎店多，南大街商行多。”袁志恒
说，他小时候，西大街上的小贩叫卖声各异，每
当吹糖人的手艺人敲起铜锣，孩子们就循着声
音，将其团团围住。西大街最热闹的时候要数
农历三月三的城隍庙庙会。

袁志恒祖上是油漆匠，从父亲开始经营土
杂生意，家中临街的两间老房就成了门面。

“当时赶上了上洋学的趟儿，我在当时的马王
庙学堂（现营林街一带）读了 6 年书。”袁志恒
说，16 岁毕业后，他在南大街的一家杂货铺当
起了学徒，19 岁时他开始和父亲经营自家的
店铺。

老城的胡同多，而许多居民家中窄而深，也
似胡同。西大街的临街房也很有特点，店铺占
了房子的大部分面积，而只留一人多宽的通道
进出后院。

站在丽景门放眼东望，西大街犹如一条时
光隧道，串联起两旁的街巷，延伸到将来……

游在西大街
倾听过往事

涧河村村民正在察看红叶石楠的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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