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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一百年两个一百年””奋奋
斗目标交会斗目标交会，“，“两个五两个五
年规划年规划””交接……当交接……当
前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胜利在望胜利在望，，全面建设社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即将开启征程即将开启，“，“十四十四
五五””发展规划徐徐展发展规划徐徐展
开开，，20352035年远景目标清年远景目标清
晰呈现……伟大的新晰呈现……伟大的新
时代需要我们礼赞时代需要我们礼赞，，伟伟
大的新事业需要我们大的新事业需要我们
放歌放歌。。作为历史风云作为历史风云
的记录者和社会风尚的记录者和社会风尚
的引领者的引领者，，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
有责任用镜头和笔来有责任用镜头和笔来
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
深入基层书写漯河出深入基层书写漯河出
彩篇章彩篇章，，扎根人民讲好扎根人民讲好
漯河出彩故事漯河出彩故事，，把党和把党和
政府的声音传播好政府的声音传播好，，把把
社会进步的主流宣传社会进步的主流宣传
好好，，把人民群众的要求把人民群众的要求
反映好反映好，，通过有温度通过有温度、、
有深度的融媒体产品有深度的融媒体产品
来引领社会来引领社会、、凝聚人凝聚人
心心、、推动发展推动发展。。

本报拟开设本报拟开设《《漯河漯河
故事故事》》总栏目总栏目，，下设下设《《厚厚
重漯河重漯河》《》《活力漯河活力漯河》》
《《幸福漯河幸福漯河》《》《美丽漯美丽漯
河河》《》《红色漯河红色漯河》《》《吃货吃货
漯河漯河》《》《民俗漯河民俗漯河》》等子等子
栏目栏目，，讲述漯河改革开讲述漯河改革开
放的故事放的故事、、创新发展的创新发展的
故事故事、、乡村振兴的故乡村振兴的故
事事、、圆梦小康的故事圆梦小康的故事、、
文化传承的故事文化传承的故事、、民生民生
保障的故事……介绍保障的故事……介绍
漯河的民俗民情漯河的民俗民情、、历史历史
遗存遗存、、美丽传说美丽传说、、名优名优
小吃等小吃等，，以小切口以小切口、、小小
视角展现漯河日新月视角展现漯河日新月
异的发展变化异的发展变化，，展现漯展现漯
河奋勇争先河奋勇争先、、出彩添彩出彩添彩
的生动实践的生动实践，，展现漯河展现漯河
人民宜居宜业的幸福人民宜居宜业的幸福
生活生活，，全面提升漯河知全面提升漯河知
名度名度、、美誉度和影响美誉度和影响
力力，，为深入落实新时代为深入落实新时代
漯河经济社会发展漯河经济社会发展““四四
三二一三二一””工作布局工作布局，，全全
面推进面推进““四城同建四城同建””城城
市发展定位市发展定位，，奋力实现奋力实现
““两个上台阶两个上台阶、、四个走四个走
前列前列””战略目标战略目标，，以漯以漯
河更加精彩为中原更河更加精彩为中原更
加出彩增添浓彩提供加出彩增添浓彩提供
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
支持支持！！

本期推出本期推出《《漯河故漯河故
事事》》之之《《厚重漯河厚重漯河》》————
传统村落篇传统村落篇。。敬请关敬请关
注注。。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
甫 见习记者 李宜书

“秋雨疏林暗古城，草堂留
客对棋枰。一行雁度长空里，
疑是当年入蔡声。”这是明代文
人谢公翼对郾城区裴城镇裴城
村“裴城夜雨”的美丽描写。
千年古村的魅力究竟何在？11
月 17日，记者来到该村，一睹
这个历史名村的神韵。

蒙蒙细雨，雾霭朦胧。刚
刚走进村子，只见几只白鸽在
古宅上栖息、打闹，一位老人
在房檐下悠然而又安详地打着
盹儿，淅沥的小雨滴落在老瓦
上，仿佛在倾诉着村庄两千多
年的历史。

历史厚重 各种文化交相辉映

明清时代的民居在村内随
处可见，东西向的官道从穿村
而过的洄河上经过。“这条东西
道路是唐朝开始形成的官道，

‘十字街’的东南角原来是一座
驿站。”裴城村党支部委员张要
杰告诉记者。裴城村位于裴城
镇西南部，原名洄曲，因唐朝
名相裴度曾驻村而改名。近年
来，裴城村先后被评为中国首
批传统村落、省第六批历史文
化名村、中国历史古村。

这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
古村里有“裴城遗址”“裴晋公
祠碑”等文物，有郾城八景之
一“裴城夜雨”，有建于北宋时
期的洄河桥，有以“彭家高

楼”“贺家大院”为代表的明清
古建筑院落群，有以“苏进故
居”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教育基
地等，融合了裴城文化、古桥
文化、祠庙文化、节孝坊文
化、非遗文化和爱国主义文化
等多种文化。该村共有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3 处、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 1处，另有 27处古民居
已申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村里有 40多处明清
建筑，列入维修计划的有 27
处，保存完好的有清朝乾隆年
间的彭家高楼和望月楼等。在
一座三百多年历史的两层阁楼
里，记者踏着木梯爬上阁楼，
黑黢黢的房梁是早些年烟火所
薰，看上去依然结实。这里的
老宅有一个共同特点——房屋
东侧都留有一条宽一米左右带
门的便道，通过这条便道，穿
家过院左拐右拐都能到村内官

道上。66岁的村民冯春领告诉
记者，这是彭姓祖上为躲避战
乱特意留下的暗道。

在一个名为董姓老宅的门
外，斑驳墙壁上依稀看到 20世
纪 50 年代留下的字迹。“这是
中共沙北县委的办公旧址，建
于清代，民国时进行过重修。”
冯春领告诉记者，1947年，中
共郾城特别支部成立，同年 11
月，豫陕鄂五地委五专署在郾
城、舞阳、临颍、许昌和襄城
交界处建立了沙北县委，下辖
大张、樊湖、纣王城、北舞
渡、麦岭和台王6个区委。

合理保护 古风古韵扑面而来

走 进 七 进 七 出 的 彭 家 大
院，狭长的特色小道、葱郁的
各类苗木给这座三百多年的老
宅增添了更多韵味。“为保护院
内的泥土免遭雨水冲刷，这些

鹅卵石和青砖都是近几年铺
的。”郾城区文化旅游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郾城区十分注
重裴城村古院落的保护，组织
多部门对村内老宅院进行保护
维修。随着传统古村落保护维
修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有序
推进，这些带着浓浓古味的老
宅重新焕发光彩，古文化符号
与现代人文景观融合一体、相
得益彰。

顺着蜿蜒前行的洄河，两
座特色迥异的新桥映入记者眼
帘。“这是我们在洄河桥边建的
两座新桥。”正在桥上闲逛的一
名村民告诉记者，2015年，为
纪念唐朝宰相裴度和苏进将
军，村子在洄河上修建了将军
桥和裴公桥，两座桥梁均由红
色石块和带有雕刻的青石砌
成，与洄河桥遥相呼应，为村
内的古桥文化注入了新的因子。

村东头的彭祖苑里，彭公
像和古色生香的凉亭陈列其
间，一座 4 米多高的石碑上标
明着“裴城南城门遗址”。“这
个地方是裴城村南城城门。村
民在村里发现了明代彭姓族人
祭奠亲人的墓志铭后修建了祖
宗祠庙。”冯春领告诉记者，彭
姓现在占据了裴城村三千多口
人的三分之一，每年清明节等
传统节日，很多彭姓村民都在
这里祭奠，一些外地彭姓游客
也来这里缅怀先祖。

以文谋兴 历史名村踏上新程

在 乡 村 振 兴 的 发 展 大 潮
下，历史、文化、旅游等资源
禀赋的裴城村计划在未来三到
五年里，打造成集观光、餐
饮、购物、农家乐、田园生活
体验于一体的4A级旅游景区。

据介绍，他们将充分结合
裴城村的地域优势和人文优
势，形成一个展示河南中部地
域文化的窗口。通过梳理提升
村内河道、历史建筑、传统建
筑、历史遗迹、自然景观，重
塑裴城村的神韵和文化气息；
通过农旅一体、景村一体、产
销一体“三体融合”实现休闲
农业、乡村旅游、特色产品相
互促进；通过投入多元化、管
理综合化、服务智慧化、营销
立体化引领产业发展。

“根据规划，我们将把幸福
渠水引进村内，顺着洄河形成
村内水系，洄河桥有望重新变
成‘响水桥’。”张要杰告诉记
者，他们将做好传统建筑保护
利用、历史环境要素修复、商
业古街建设修复、文化和非物
资文化遗产保护应用等工作，
打造古城环形水系及蓄水补源
工程，尽快实现从五虎庙灌区
到古城护城河引水工程的贯通。

千年古村展新韵

建于北宋时期的千年古桥建于北宋时期的千年古桥————洄河桥洄河桥。。

复原修建的彭家高楼大门复原修建的彭家高楼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