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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纪事

♣ 丁庆书

落寞的乡愁
太行山下，淇河源头，一个依山傍水的

村庄，坐落在淇河北岸。汤汤淇水从村庄
边上盘绕而过，山环水绕，静中灵动，呈现
出一方诗画般的山水灵秀之地。

四爷家祖上，自明末从山西大槐树下大
移民迁徙至此，就没有再挪动过，是村上正
宗的原始部落。四爷家族的成败兴衰都发
生在这个村上。

四爷居住的四合院，地处村子的腹地，后
靠山，前临水，是个风水宝地。四爷曾多次对
规劝他离开村子的子女们说：我哪儿都不去，
不去美国、不去英国、不去新加坡，也不去城
里。这个四合院就是自己的皈依之地。

四爷守候的院落，70 年前原本属本村地
主的宅子。1946 年土改时，政府将这座完
整的四合院分到了四爷父亲的名下。四爷
在兄弟中排行老四，最小。四爷的父亲便让
老大老二老三陆续出去选址新盖了房子，这
座院子最后就落在了四爷手里。

院子是北方中规中矩的四合院。青条
石根基，青砖蓝瓦，镶门镶窗，猫头屋檐，典
型的明清时期建筑风格。整个院子共有堂
屋五间、南屋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堂屋
是正房，五步台阶，五间两甩袖；南屋东头是
个高门庭的大门楼，大门头上用青砖镌刻成
突显的匾额，上书着“书香门第”四个苍劲饱
满的楷体大字。大门两侧蹲着锃光发亮的
青石狮子，长年累月，不分昼夜地守护着这
个院落的安宁与繁荣。大门口的右前方，长
有一棵两人合抱的老槐树。

多年前，就有人劝四爷说，你家人丁兴
旺，财源茂盛，乘着儿女们有钱有势，把这
座 老 宅 子 翻 盖 成 小 洋 楼 未 尝 不 可 。 四 爷
说，不可，人气财气都出在这宅子里。断不
可大兴土木，动了宅子的根基，断了宅子的
文脉，伤了宅子的财气。

四爷壮年的时候，活得很累很辛苦。生
了三男两女五个子女，加上妻子和老娘，一
家 八 口 人 ，吃 穿 住 行 都 要 找 他 一 人 说 数 。
他种地务工做生意，什么都干过。下过小

煤 窑 ，当 过 泥 水 匠 ，摆 过 小 地 摊 ，贩 过 牲
口。走不到人前、没皮没脸没尊严的事儿，
他也干过。有一次，公社养猪场要买一批
小猪仔，招用押车护理人员，待遇丰厚，一
天五元。他自告奋勇，带车远赴东北。为
了看护小猪仔饮水吃食，他和小猪仔一路
同乘一个车厢，长途跋涉，颠簸了半个月才
返回到家里，将小猪仔一个不少地护送到
养猪场里。小猪仔没瘦，他却连饿带累瘦
了一圈。

他拼死拼活大半生，将五个子女都送进
了大学。老二、老三和老五分别赴美国、英
国、新加坡留学，学成后定居到了国外。老
大在县里当局长，老四在县医院当医生，子
女个个成才有出息。这样的家庭，在偏僻
的山村里，你打着灯笼掰着指头数，能找出
几家？这也是四爷值得炫耀、引以为荣、赢
得尊重的资本。

儿女们个个争气，四爷兴高采烈。每每
与人说起子女们的话题时，他会滔滔不绝，
眉飞色舞，让人羡慕不已。四爷也一度陶
醉在春风得意之中。四爷觉得，在他这辈
儿十来个叔伯兄弟中，能谈得上光宗耀祖
的也就自己了。

常言说，前十年是看父尊子，后十年是
看子敬父。他充分体会了这种荣耀。他曾
受聘为多个学校的校外辅导员，专门向学
生家长传授培养孩子的经验；县里统战侨
务部门将他聘为侨联副会长，曾陪同县里
领导去美国、英国、新加坡招商引资；他还
享受着逢年过节县里领导们上门慰问的优
待。这种风风光光的日子持续了相当长一
段时间。

让四爷最得意的事情是，国外的三个儿
女，每年都会给他往家里汇一些钱，在县里
工作的两个儿女也隔三岔五地往家里送吃
送喝。他常把儿女们寄回的外币拿出来，让
人们开开眼界长长见识，把好烟好酒拿出来
让大伙抽让大伙喝。有时候还会炒上几个
小菜，把大伙儿领到家里吃喝玩乐，红火热

闹。他觉得这样做，一来让乡亲们更加仰慕
自己家这种不凡的兴盛势头；二来也让人们
看到自己的亲和与为人。

四爷最大的愿望，就是长期维系以他为
中心的大家庭这种兴旺发达的局面，从而
将家庭培育成繁荣昌盛的常青树。

谁料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老伴就在 73 岁那年秋罢的一天，突发脑溢
血，来不及医治就走了。这无疑在四爷头上
狠狠地打了一闷棍。他咋想也想不通的是，
这明明白白放着的好时光，怎么说不让过就
不让过了？老伴去世时，五个子女无一守候
在跟前，置身国外的子女也是来去匆匆，回来
和母亲遗容告了个别，然后就各奔东西了。

这件事让四爷的身心遭受了一次沉重
打击。他突然间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坐在
大门口老槐树底下光滑的青石条上，静静
地打量着他已经居住了 60 多年的四合院。
他或许在思考着自己的来路或去向。

四爷没有了老伴，家就不全乎了。对于
他 的 养 老 问 题 ，子 女 们 也 有 过 深 入 的 讨
论 。 国 外 的 三 个 儿 女 提 出 让 四 爷 轮 流 去
住，说父亲一辈子在老家，出去透透气，换
换口味也好；老大提出接父亲去自己家里
长期生活，说自己马上到龄退下来，有时间
陪父亲安度晚年，且大嫂性格宽厚实在，会
得到良好照应。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都觉
得大哥说得切实可行，是个妥帖的办法。

四爷思来想去，一口回绝了子女们的想
法。他说，常言说少不沾家，老不挪窝。我在
外折腾了几十年，过瘾了。现在临老了，让我
再出去云游，我已经不是早先的身子骨了，弄
得不好，我这把老骨头都死无葬身之地了！
我想好了，我哪也不去，就守在这老院子里，
守着我的爹娘，守着你们的爷爷奶奶！

这就意味着，不管子女们工作、生活在
哪里，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老父亲在，这座
老院子仍然是子女们时刻牵挂的家。

四爷已经没有了过去那些乐观的念想，
也觉得自己没有能耐将以他为中心的大家

庭培育成枝繁叶茂的常青树。他常常在心
里头盘算着，除继续掌控这座政府分给自
己的四合院以外，他拼死拼活奋斗了五六
十年，最终剩下了些什么？忍饥挨饿嘴上
省下的钱，都供子女上学了。子女有出息
了 ，个 个 远 走 高 飞 ，一 年 连 个 面 儿 都 照 不
着。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可由他
支配的东西，包括他藏着掖着的这些外国
钞票，老伴儿得了急病，却一点儿办法也没
有，眼睁睁地看着老伴离他而去。

他甚至觉得，自己现在和村上成群结队
的孤寡老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都有子
女，也是儿孙满堂，也该享受天伦之乐了，也
该颐养天年了。可是，他们的子女外出谋生
了，被城镇化了，却将他永远地遗留在村子
里。他看着这些疑似无子无后的孤寡老人，
看着他们木讷的表情和无奈无助的眼神，一
种感同身受的情绪在内心深处翻腾着。

后来，四爷的生活已经入乡随俗。如同
村里的留守老人一样，很寂寞，很失落，又
很规律。

早上起来，便到自家菜地里去除草、浇
水、摘菜；回来，便去烧火、做饭、吃饭，打理
院子。上午和下午，便在大门楼前的老槐
树底下的青石条上坐着，仔细地察看着这
座四合院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每一条灰
缝，每一件雕品；他特别注目大门外两侧的
石狮子和门楼额头上镌刻着的“书香门第”
四个大字；他若有所思地打量着这座四合
院，常常想起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想起逝去
的三个哥哥，想起自己为了生计奔波劳碌
而失去尊严时的屈辱。想着想着，他的眼
眶里会滚出浑浊的泪水。

四爷真的老了，有些痴钝了。
但是，无论春夏秋冬，风云雨雪，他每天

不声不响地呆呆地打量着他的四合院；他不
时地张望着远方，眼盯着村子外头的大路
口。他期待着出现他的子女们的身影。

他静静地守望着这座四合院，这棵老槐树，
这个被磨得光滑的青石条，长年累月，天天如此。

嵩高维岳嵩高维岳（（国画国画）） 王长水王长水

前日，去乡下拜访朋友，看见他正
忙碌着往菜园里上农家肥，一股久违
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记忆
里20世纪80年代前，位于南阳盆地“东
大岗”脚下望花湖畔的故乡种庄稼主要使
用的是农家肥，农活多忙在一个“粪”上。

往昔积存、沤制农家肥的场所，叫
“粪坑”。那年头，家家户户院落里都
挖有一个粪坑。粪坑多位于宅院一
隅，长宽深浅大小不等。沤粪往往就
地取材，有收纳的生活垃圾、锅灶草木
灰、人畜粪便、坑塘淤泥，还有捡拾的
一些料物，比如枯草败叶、作物碎秸
秆、鲜杂草等。为了让田地多打粮食，
除了平时积攒粪、拾粪外，每年仲夏时
节，农家人还要沤制绿肥。

沤绿肥的粪坑往往比庭院里的粪
坑大，一般选择村子里或院外比较开
阔的地方。沤绿肥的主料是鲜草。

读书怕过考，沤肥怕打草。打草，
就是割草或者薅草。打鲜草是农家最
苦最累的农活之一。为了避开高温时
段，天蒙蒙亮，我们就携带镰刀、麻绳
和扁担到河沟里、坑塘边，四处寻觅茂
密厚实的草源。左手搂草，右手挥镰，

“唰唰唰……”不一会儿就割倒一大
片。随着身后一堆挨一堆的嫩草隆
起，脸蛋和胳膊被草叶划拉，留下一道
道浅红的伤痕，眼睛被汗水蜇得酸
痛。把割下来的草一堆、一堆收集起
来，将捆草绳“一”字铺开，再把草一层
摞一层地堆上去，然后用手摁压草顶，
将两个绳头交叉勒紧，用力捆刹好，末
了把镰刀插在顶部。捆好的两个草捆
有半人多高，我把扁担两头插进草捆
上边的绳缝里，吃力地慢慢挑起，晃晃
悠悠一路上坡下沟地挑到粪场。一担
草打下来，常常后背汗湿如泼，大口大

口地喘着粗气，累得不想动弹。农家
人把打回来的鲜草均匀地扔进粪坑
里，撒些土，分层填满粪坑，浇足牲畜
粪尿，再用稀泥糊严实，闷上一两个
月，便可沤出一坑好粪。那些沤得黑
黝黝、嘟嘟嘟地冒着一串串水泡、臭气
熏天的腐熟粪属于上等肥，是庄户人
家心中的“软黄金”。

把沤好的农家肥从粪坑里挖出来，
叫“出粪”。这是个又脏又累的活计，出
粪的棒劳力穿上胶鞋，有时干脆赤脚跳
进又黑又臭又湿的粪坑中，用铁锨一锨
一锨地撂到坑边，越往下挖，撂起来越
费劲。一坑粪出完，往往累得腰酸胳臂
疼，手掌都磨出了明晃晃的水泡。

“若要庄稼好，粪土得喂饱。”麦播
前土地需精耕细作，施足底肥，这时积
攒的绿肥就派上了用场。送粪之前，先
用粪耙子把粪从粪堆上扒下来，晾晒晾
晒，再砸碎，翻成堆，叫“倒粪”。为了让
架子车多装一些粪土，还要围上粪苫
子。“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大伙儿一边
忙活一边插科打诨，不时传来朗朗笑
声。运送到田间地头后，每隔十几米卸
成一个小谷堆。远远望去，那一行行排
列在光秃秃大田里的粪堆，宛若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犁地前，用铁锨把粪堆均
匀地抛撒在地面上，通过深翻犁耙掩埋
地下，补充泥土的营养，肥沃成一脚踩
出油的“麦圈”地。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
暗中偷换。”随着传统农耕方式的日渐
式微，粪坑基本消失了，化肥成了庄稼
地里的当家肥料。但勤勉些的庄户人
家，仍然坚持沤绿肥。毕竟，沤草沤
草，庄稼之宝，天然有机的肥力并非化
肥所能替代。尽管热火朝天地打鲜草
沤绿肥的农事活动渐行渐远，但乡愁
记忆犹存，根深蒂固挥之不去。

人与自然

♣ 王 灿

庄户人家喜绿肥

荐书架

♣ 陈 莹

《故宫生活志》：揭秘明清宫廷生活细节

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而为大众所熟知
的故宫，实际上并不为大众深知。古老的皇家建筑背后，
不仅承载着600年的历史记忆，更隐藏着明清宫廷不为
人知的隐秘生活细节。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周乾的全新
力作《故宫生活志》，以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厚的文献资
料，辅之以300余张珍贵图档，带领读者走进故宫的隐秘
角落，揭开明清皇家的生活百态，书中的很多历史细节鲜
为人知，属于首次披露。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
先生直言，这是一部有趣有料、干货满满的“故宫生活百
科”：“带着这本书走进故宫，一定会有别样的收获。”

周乾的科普有点“另类”，他擅长以科学视角解读
故宫古建筑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例如，没有现代音
响设备，畅音阁大戏楼戏台上的声音为什么能传得那

样远？故宫里珍藏的手持小风扇，是怎么转动的？故
宫的“地暖”是怎么取暖的？冰窖里的冰化了怎么
办？到了夏天，紫禁城里的“特大蚊帐”是怎么搭建起
来的？在《故宫生活志》中，他以通俗生动的笔调，对
这些问题进行了科学严谨的分析解答。

宫廷生活向来神秘，《故宫生活志》以起居、饮食、
行乐、节俗为主线，以轻松幽默的笔调，讲述了宫廷中
的趣闻轶事。这本书的一大亮点在于其丰富的视觉呈
现。书中收录了 300余张珍贵的高清图档，包括故宫
实地建筑摄影、历史档案图片和文物特写，其中很多
历史细节鲜为人知，部分图片亦为首次公开。通过图
文并茂的形式，揭示了宫廷生活中的细微之处，集阅
读、收藏价值于一体。

郑州地理

♣ 潘丙磊

圃田泽的今与昔
对于郑州人来说，提及圃田，第一时间想到

的就是列子故里，关于“圃田泽”的历史似乎没
有留下些许痕迹。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我们只
能在旧志中，寻找那片广阔湖泊……

上古时期，中原腹地洪水横流成患，泽薮遍
布存在。其中以圃田泽最为著名，大禹治水将
其列为天下九泽之一。

翻阅史册，有关圃田泽的记载触目皆是。
最早见于《诗经·车攻篇》：“东有甫草。”朱熹《诗
集传》曰：“甫草，圃田也。后为郑地，今中牟县西
圃田泽是也。”《周礼·职方》记载：“河南曰豫州，
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吕氏春秋·有始
览》记载“九薮”之一，“梁之圃田”。汉代完成的
《尔雅·释地》一书也记“郑有圃田”，“今中牟县西
圃田泽是也”。《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中牟县条
云：“圃田泽在西，豫州薮。”《淮南子·地形篇》也
说“郑之圃田”。

从这些文献记载来推断，圃田泽是我国古
代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一处“地理标志”，其大致
方位，就是今天崛起的郑东新区。

据《水经·渠水注》记载：“郑之有原圃，犹秦
之有具囿，泽在中牟县西，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
佩渠水，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中有沙

岗、上下二十四浦，津流径通，渊潭相接，各有名
焉。圃水盛则北注，渠溢则南播。”在北魏晚期，地
理学家郦道元对圃田泽的规模有了翔实的记载。

战国时期，魏惠王迁都大梁后，曾经引黄河
水入圃田又引入鸿沟，使之成为黄河与鸿沟水
系之间的调节水库。故《辞海》曰：“圃田泽，古泽
名，一作甫田，春秋时又名原圃，战同时又名囿
中。故泽在中牟西，对古黄河下游及鸿沟水系
的水量有调节作用。”

明末清初，由于黄河、汴河等水源充沛，圃
田泽的水域面积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据《读史
方舆纪要》记载：“东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
限长城，东极官渡，高者可耕，洼者成汇，今为泽
者八，若东泽、西泽之类。为陂者三十六，若大
灰、小灰之类，其实一圃田泽耳。”

除了水域面积有所扩大之外，清代沿革地
理学家顾祖禹对圃田泽的结构变化也做了描述
——已经分割成了八个大小不等的湖泽和三十
六处陡坡，露出泽面的高岗还可以用作耕地。

到了清代中叶，圃田泽只存其名，已经不复
存在了。受黄河多次决口、改道等因素影响，泥
沙堆积，淤平泽面，衍变成了一片由若干大小陂
塘组成的沼泽洼地。

每到早春时节，各种水草应时而生，风吹芦
丛，随风摇曳，沙沙作响，远远望去宛如波浪中绽放
的朵朵浪花。百花竞相开放，景色十分宜人，因此
被誉为郑州八景之一，被冠以“圃田春草”的美名。

古往今来，大凡是由黄河形成的冲积之地，
一向水源充沛，素来粮草丰茂，皆以土地肥沃著
称，无疑是人类繁衍生息的理想之地。我何尝

不想穿越时空：驾一叶轻舟，穿行在那茫茫碧波
之中，撒上一张大网，收获一家人的口粮。在声
声渔歌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
间，而心意自得……

圃田泽自古就颇受文人雅士的青睐，在清乾
隆年间的《郑州志》中，知州张钺曾作诗表达对

“圃田春草”的喜爱：“薮泽平铺嫩带烟，偶经酥雨
倍芊绵。年年占得春风早，怀古重吟甫草篇。”

民国五年（1916年），《郑县志》中收录了清
光绪年间郑州学正朱炎昭的诗曰：

东都行狩几千年，此是天王旧圃田。
鸟下绿无春似海，马嘶碧甸草如烟。
于今郑野风尘远，自昔周家雨露偏。
几处牧歌生铎响，依稀博兽夕阳边。
如今，随着郑州市生态水系建设的加速推

进，在圃田泽故址之上，河湖相连，水天相接，一
座座现代楼宇鳞次栉比，直插云霄。漫步在北
龙湖畔，垂柳拂水，百鸟啼鸣，苇丛如画，水中天
鹅展翅，野鸭畅游，鱼虾清晰可见，时有飞鸟从
空中掠过。每到夜幕降临，如意湖畔在千玺广
场灯光的映衬下，如画般呈现在世人面前。

斗转星移，今非昔比，往昔的美景早已换了
新颜。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漫漫人生长路，我们皆是得失考场的常驻考

生，金钱、权位、爱情、声名，这些看似举足轻重的
取舍，实则不过是浩瀚星河中闪烁又黯淡的微
光。真正值得我们穷极一生思索的，是面对得失
时那份波澜不惊的心境，以及从容应对的智慧。

人生的得与失，恰似四季轮回般自然流转。
古人云：“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这一朴素
的辩证哲理道尽了世间万物的运行法则。当我
们沉醉于权力带来的荣耀时，或许正在透支健
康与自由；当我们经历财富流失的阵痛时，却可
能意外收获家人团聚的温暖。

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
事”，深刻揭示了得失的一体两面。曾有位商界精
英在事业巅峰期突遭重病，却在漫长的疗养时光
中重拾书法爱好，最终在艺术领域大放异彩，这不
正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生动写照吗？

人生的得失轨迹，往往超脱于我们的精密算
计。老子在《道德经》中写下“祸兮福之所倚，福
兮祸之所伏”，将得失转化的微妙关系诠释得淋
漓尽致。春秋时期，楚国贤相孙叔敖三起三落，
却始终宠辱不惊，正是因为他参透了得失的真
谛。宋代文豪苏轼在《定风波》中留下“回首向
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千古名句，
这种超然物外的洒脱，正是我们面对得失应当
追求的精神境界。

然而，并非所有失去都有弥补的机会。陶渊
明在《杂诗》中感慨：“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
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时间的流逝不
可逆转，如同东流之水一去不返。同样，金钱、
权力的失去尚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但人格、道德
的缺失却难以修复，而亲情、友情的破碎更会成
为心头难以愈合的伤疤。这些无法挽回的失去
时刻警醒着我们，要珍视当下，用心呵护生命中
最珍贵的礼物。

得失之间，藏着人生的大智慧。当收获喜悦
时，要心怀感恩，珍视来之不易的幸福；当遭遇
失去时，要学会释怀，在挫折中汲取成长的力
量。清代文学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倡导的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为我们树立了超然处世
的典范。人生如弈，得失如子，重要的不是某一
步的输赢，而是落子时的心境与格局。

在物资极大丰富的今天，保持清醒的得失观
尤为重要。一方面，要对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恩，摒
弃理所当然的心态；另一方面，要以豁达的胸怀看
待失去，相信每一次失去都可能是命运馈赠的新
机遇。正如李白在仕途失意时仍能写下“天生我
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诗句，这种面
对挫折的豁达值得我们学习。掌握这种平衡的智
慧，方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坚守内心的宁静。

泰戈尔说：“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
已飞过。”得与失本就是人生的常态，关键在于
我们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愿我们都能在得失
的交织中，寻得内心的平衡与安宁，活出从容自
在、智慧通透的人生。

♣ 刘跃亭

得失之间见真章

20 世纪 90年代，我从外地调回巩义。从以
前的出差走进郑州到完全融入郑州，我每天都在
关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整个郑州全域的生态
文明建设特别是绿色世界深深地吸引着我。

曾记得在老家农村，整个冬天看不到一棵绿
色树木，只有大片的麦苗还在寒冬里露出生机。
初到郑州，我惊奇地发现，还有冬青这种在冬天
不落叶的树木。办完公事，我会徜徉在碧沙岗、
紫荆山、人民公园，那时候，郑州虽然只有几座公
园，但也让我感受到了绿城的魅力。

进入新世纪，父母年纪大了，除了到外地旅
游，我带他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郑州，转得最
多的地方就是公园，绿色是他们的最爱。

郑州市月季花展年年举办，年年有新意，感
觉展出的月季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好看。一次，
我和父母带着外婆一起走进郑州植物园。母亲
坐着轮椅看得极有兴致，外婆看得高兴了，扔掉
拐杖从我手里接过轮椅，神气十足地在小广场上
走起来。别人听说那是近百岁的母亲推着女儿
时，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2017 年春节，我们一家驱车来到郑州绿博
园，看郁金香，享特色美食，照全家福，过了一个
不一样的新年。全家人都为郑州的发展、郑州的
美而赞叹。

跟着媒体的消息看郑州、游郑州，不知不觉
成为我们家的习惯。到碧沙岗公园看海棠，在人
民公园看郁金香，在月季公园看月季展，在西流
湖看雕塑展，在黄河南岸的第三苗圃观看宿根花
卉展。在郑州树木园，我们开着车游走在绿树丛
中，父亲惊叹，真大啊，把那么大面积的丘陵和沟
壑都改造成园林，真是大气魄。

如今，父母已先后离世，回想多次出游郑州，我
和妻子陪着父母陶醉在绿色的海洋和鲜花之间，再
把照片发到家庭群里，让全家人都尽享郑州的绿色
之美，也让父母享受到了有生之年的快乐。

2023 年 12 月，我和妻子到机场送儿子，突
然想起还没有去过郑州园博园，立即驱车前往，
观看宏伟建筑的同时，享受了一回 60岁老人的
免票政策。游玩下来，虽然有点冷，但还是为园
博园的大气和设计、建造之美所折服。

没过几天，我就在报纸上看到，郑州园博园
从 2024年 1月 1日起对全国游客免费，郑州目前
收费的园林已经很少，如今行走绕城高速公路免
费、游公园免费、参观博物馆免费，作为郑州人真
是幸福啊！

如今的郑州，不仅中心城区在发展，包含六县
市的全域都在进步。我生活的巩义，过去的污染
曾名声在外，现在空气好了，雾霾天气少了，健身
的人越来越多。宋陵公园、石河道中央公园、伊洛
河两岸生态水系、黄河湿地，都无数次留下我们的
足迹。

走进自然，接近绿色，愿我们的大郑州更加文明、
更加生态！愿“绿城”这块金字招牌，在全国叫得更响。

♣ 王宏治

乐享郑州的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