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炉村位于经铁炉村位于经
济技术开发区湘江济技术开发区湘江
路新区路新区，，它因为打它因为打
铁而得名铁而得名，，现在因现在因
为葡萄而闻名为葡萄而闻名。。从从
打铁到种葡萄打铁到种葡萄，，该该
村经历了哪些变村经历了哪些变
化化？？背后又有哪些背后又有哪些
故事故事？？近日近日，，记者记者
来到铁炉村来到铁炉村，，一探一探
究竟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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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冬玲

在《论语·季氏篇第十
六》里讲了一个孔子和他儿
子孔鲤的故事，说有一天孔
子站在庭院里，他的儿子孔
鲤 “ 趋 而 过 庭 ”， 什 么 叫

“趋”呢？“趋”就是低着
头，小步快走的样子，是表
示恭敬的动作。古时，在
上级或长辈面前走路都要

“趋”。那么，孔鲤看见父
亲孔子站在庭院里面，于
是低着头“趋”，孔子说：

“站住，学诗了吗？”孔鲤
说：“没有。”孔子便说：

“ 不 学 诗 何 以 言 （你 不 学
诗，你怎么会说话）？”孔鲤
答：“是。”退而学诗。又一
天，孔子又站在庭院里，孔
鲤 又 “ 趋 而 过 庭 ”， 孔 子
说：“站住，学礼了吗？”孔
鲤答：“还没有。”“不学
礼，何以立 （你不学礼仪，
怎么会做人）？”“不学礼，
无以立”这句话便由此而
出。而礼仪教育的重要性
也 不 言 而 喻 。 礼 仪 必 须
通 过 学 习 、培 养 和 训 练 ，
才 能 成 为 人 们 的 行 为 习
惯 。 每 一 位 社 会 成 员 都
有 义 务 和 责 任 ，通过学习
礼仪、传承礼仪，自然而 然
地 成 为 这 个 民 族 和 团 体
的 一 员。今天，我们就简
单谈一下何谓礼仪。

礼仪是人们约定俗成
的，对人，对己，对大自
然，表示尊重、敬畏和祈求
等思想意识的，各种惯用形
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历来
就 有 “ 礼 仪 之 邦 ” 的 美
誉，讲文明，重礼仪是中
国 人 极 为 看 重 的 做 人 准
则。所以说，作为一名合
格的中国人必须要知礼仪、
懂礼仪、讲礼仪。

1.礼仪是个人美好形象
的标志，礼仪是一个人内在
素质和外在形象的具体体
现；礼仪是个人心理安宁、
心灵净化、身心愉悦、个
人增强修养的保障。礼仪
的核心是倡导人们要修睦
向善。当每个人都抱着与
人 为 善 的 动 机 为 人 处 事 ，
以文明市民的准则约束自
己，那么，所有的人都会体
验到心底坦荡、身心愉悦的
心情。

2.礼仪是家庭美满和睦
的根基，家庭是以婚姻和
血缘为纽带的一种社会关
系。家庭礼仪可以使夫妻
和睦、父慈子孝、家庭幸
福。

3.礼仪是人际关系和谐
的基础，社会是不同群体的
集合，群体是由众多个体汇
合而成的，而个体的差异性
是绝对的，例如：性别、年
龄、职级等。礼仪是社会交

往的润滑剂和黏合剂，会使
不同群体之间相互敬重、相
互理解、求同存异、和谐相
处。

4.礼仪是各项事业发展
的关键，职业是人们在社会
上 谋 生 、 立 足 的 一 种 手
段。讲究礼仪可以帮助人
们 实 现 理 想 、 走 向 成 功 ，
可以促进全体员工团结互
助 、 敬 业 爱 岗 、 诚 实 守
信，可以增强人们的交往
和竞争实力，从而推动各
项事业的发展。

5.礼仪是社会文明进步
的载体，要继承弘扬祖国优
秀的文化传统，加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文明礼仪
宣传教育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内容。

所以，接下来的几期，
栏目笔者就和大家一起分享
一些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
相关的礼仪知识，希望能对
大家有所帮助。

■作者介绍
孙冬玲，管理学硕士、研

究生，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
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
家注册形象礼仪培训师、中国
形象礼仪行业优秀青年专家、
漯河市礼仪协会会长、漯河市

首届青年拔尖人才、漯河市道
德讲堂特聘讲师。

何谓礼仪何谓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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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炉村：因打铁兴盛而得名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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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铁炉村的来历，该村
党支部书记许红宾向记者讲述
了这样一段故事。“1626 年前
后，许姓一家三兄弟由山西省
洪洞县大槐树地来到这里居
住，并且安家落户。当时，三
兄弟精湛的打铁手艺远近闻
名，因为三兄弟手艺高端，给
官府打造兵器，所以被命名为
铁炉村。”许红宾说，如今，这
门打铁手艺已经在村内失传
了，村内没有村民从事打铁工
作。但只要提起打铁，村内老

一辈人都能说出一二。
“我小时候经常在村子西

头的一个大坑玩耍，那时还能
看到炼铁用的铁炉，一群孩子
围着废弃 的铁炉转着玩，那
些铁炉排 成 一 排 ， 从 南 到 北
得 七 八 十 米 长。” 93 岁村民
许 水 说 ， 因 为炼铁烧炉的缘
故，炉子周边的墙都被烤成了
红色。

“我们家上辈人就是开炉坊
的，我以前经常听老娘讲起那
个时期的事儿。”81岁的村民许

长喜说，“过去村内做打铁生意
的人很多，形成了一定的规
模，周边只要有需要打铁的都
来俺村。但打铁是很有讲究的，
打铁分为生铁和熟铁，打生铁的
人称为铸工，主要生产模型；打
熟铁的人称为锻工，主要制作
刀、镰、铲子等器具。”

如 今 ， 经 过 长 期 发 展 变
迁，除了许姓，李、郭、程、
黄、田、刘姓氏陆续迁入或多
种形式并入，但许姓人仍旧在
全村占了70%左右。

村子因打铁而得名

1983 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后，村委员许志生去山
东考察种植葡萄项目，引进种
苗，学习培训种植技术，大力
发展葡萄种植，逐渐打造了铁
炉葡萄品牌，使铁炉成了有名
的葡萄生产和销售基地。2002
年，铁炉村被授予河南省葡萄
种植示范基地。

目前，铁炉村共有800多亩
可耕地，全部种植为葡萄。在
铁炉村四周，随处可以看到成
片的葡萄园，一些村民正在园
里忙碌。在村民许俊海的葡萄

园中，栽种着玫瑰香、醉金
香、金手指、克伦生、阳光玫
瑰、黑美人等十几个品种。“他
种植葡萄已经有 30多年了，经
验比较丰富，是村里名副其实
的技术顾问，平时村民遇到啥
技术难题，都会向他讨教。”许
红宾说。

除了指导村民葡萄种植技
术，许俊海也在思考并探索着
葡萄的发展之路，率先将自家的
葡萄园发展成葡萄采摘园，同时
建成一间冷库，自酿葡萄酒和葡
萄原汁进行销售。

行走在铁炉村内，干净平
整的柏油路两旁全部栽种着柿
子树，一排排整洁漂亮的两层
小楼掩映在绿树丛中，一派宁
静美好的田园生活景象。“1995
年，村内街道两旁的杨树、桐
树等树种全部被伐掉，统一种
上了柿子树，所以俺村还被授
予了花果村的称号。”许红宾
说，一到秋天，挂满柿子的果
树随风摇摆着枝叶，孩子们在
广场上欢快地玩耍，老人们在
树下聊天，村内呈现出一幅美
好的生活画面。

葡萄串起致富路

目前，铁炉村有 1700多口
人，村里常有红白喜事，村民
们爱热闹，曾有一户村民在村
里办了80多桌酒席。为了移风
易俗，倡导文明的婚嫁、丧葬
习俗，2006年，铁炉村村干部
带头，提倡红白事一切简办，
得到了村民们的支持。“一切
从简，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好
处，不仅避免了浪费，还让大
家省了不少心。”采访中，一些
村民告诉记者，如今，铁炉村
每户村民家办事，都是简单操

办，新的婚嫁、丧葬习俗已然
形成。

2015 年，铁炉村成立了文
艺宣传队，有人舞狮，有人扭
秧歌，有人跳广场舞等，通过
多种多样的文艺方式，展示村
民 的 昂 扬 向 上 的 精 神 面 貌 。
2018 年，为了丰富村民的生
活，村委会还组织举办了春季
运动会，一时间，村民们欢声
笑语，村里热闹十分。

“咱们村现在有两个小广
场，大伙儿没事就会到那儿锻

炼身体、玩耍，每天都很热
闹。”许红宾说，“村里越来越
好了，村民也越来越文明，这
都是大家齐心协力的结果。”

文明新风入村来

铁炉村曾因打铁而得名铁炉村曾因打铁而得名，，现在因种植葡萄而闻名现在因种植葡萄而闻名。。图为村民正图为村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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