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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守着粪堆吃饺子？”
粪堆赵村想改名

一组图片见证汝州农村嬗变
□策划：河南日报农村版汝州运营中心 执行：本报记者 张鸿飞 文/图

□本报记者张鸿飞/文

特约摄影师张军平/图

这是一组历经四年拍摄完成的图

片。

从新旧对比中，足以看到汝州市脱

贫攻坚的累累硕果，足以感受到汝州人

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从打赢脱贫攻坚

战到阔步迈向乡村振兴的坚实步伐。

有人说：摄影是一场光与影的游

戏。也有人说：摄影是用光和影造像，记

录历史。

这两句话都没错，但这组图片的拍

摄者张军平不喜欢“光与影的游戏”，更

希望“用光和影造像，记录历史”。

张军平，56岁，党员，四级高级警长，

一级警督警衔，因公负伤后被评定为“五

级伤残”。

在汝州公安一线工作期间，张军平

荣立个人三等功、二等功各一次，两次被

授予“全省优秀人民警察”称号，2001年

2月10日被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

号。

2016年1月，因伤病原因，张军平转

入二线岗位。离开一线，对这个身高1.85

米的汉子来说，颇有些残酷。张军平心

有不甘，拿起了照相机，开始拍摄专题照

片“大美汝州”。

打那以后，汝州人渐渐熟悉了这个

肩扛三脚架、挂着两架照相机，风里来雨

里去的汉子。张军平说：“两架相机，镜

头长短不同，省去了更换镜头的麻烦。”

这些年来，张军平在执着“用光和影

造像，记录历史”，展示“大美汝州”风采

的路上，颇有斩获，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

会、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还担任了河南

省航拍摄影协会理事。

在痴心记录“大美汝州”的过程中，

张军平又将镜头转向了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伟大事业，用光与影记录汝州1573

平方公里一个个村庄的蝶变，和人民享

受幸福生活的快乐。

这里，选发的一组图片题为《山村的

嬗变》，入选第21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并

展出。

11月13日，农历十月初九，因疫

情原因，定于每个月初九举办的孝善

日“饺子宴”与粪堆赵村70岁以上老

人爽约了。

粪堆赵村地处汝州市北汝河南岸，

由3个自然村组成，685户2778口人。

2015年3月，45岁的潘进伟，这

个曾在绿色军营淬炼，下岗后去湖北

做生意的共产党员，在乡亲们的期盼、

在组织的支持下，回村担任党支部副

书记主持工作。自那时起，这个村“两

委”班子涣散、村容村貌“脏乱差”、信

访多在汝南街道办事处，乃至汝州市

都出了名的村庄，变样了！

2018年4月，在村“两委”换届选举

中，潘进伟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2019年1月14日，农历腊月初九，

粪堆赵村第一期孝善日“饺子宴”如期举

办，费用由当地一家乳制品企业资助。

“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

统，因此，村‘两委’决定以创建汝州市

孝善第一村工作为抓手，把每个月的

农历初九定为孝善日，弘扬正能量。”

潘进伟说，在孝善日这天，为70岁以

上老人、五保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退

役军人举办“饺子宴”，把传统文化的

根，更深地扎在村民心中。

自第一期孝善日“饺子宴”举办至

今，一共办了25期，费用均为爱心人

士资助。

尴尬：导师问“你们村的村名是不是写错了”A

尚自昌认为，不必改名。粪堆赵

之名由来已久，记刻着先辈勤劳持家的

故事，承载着无数代粪堆赵人的乡愁，

是北汝河南岸村落文化的一个地标。

平顶山学院音乐学院党委书记、

院长李伟锋副教授是汝州人。他认

为，地名因地而生，因地而存，在改动

时要慎重。像粪堆赵村这样的村名，

与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不相吻

合，是可以改动的。

今年 10 月，河南省作家协会理

事、洛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牡丹》文

学月刊主编王小朋曾造访粪堆赵村。

王小朋说，一个村的地名承载着各个

历史时期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记

忆，蕴藏着一种凝聚力和亲和力。站

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乡村振兴的角度

上来看，粪堆赵村改名还是必要的，毕

竟地名要和时代接轨更好一些。

河南神鹰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向阳

说，根据《河南省地名管理办法》的规

定，地名的命名、更名应当尊重地名的

历史和现状，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如

确实需要更名的，要按照规定的程序和

权限审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区域名称和自然

村名称的命名、更名，都要经村民会议

或者居民会议讨论通过后，由所在地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请县

级民政部门审核；民政部门审核并提出

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批。因此，村

名的变更还是要征求村民的集体意见，

之后按照程序审批即可。

那么，以您之见，粪堆赵村的村名

到底改还是不改呢？期待您发表见

解。

小潘是粪堆赵村走出去的大学

生，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法学院读

研究生时，被导师问了个面红耳赤。“粪

堆赵村？你们村的村名是不是写错

了？”看着导师一脸疑惑，小潘尴尬地回

答道：“没错、没错，就是这个名字。”

陈民生，78岁，两个孙女在外地

读大学：“俺孙女说，有时同学问，你家

是汝州哪里的，孩子说都难以回答，感

觉粪堆赵村几个字说不出口，很不好

听。外出掏身份证也是。”

潘进伟在部队当兵时，也有同样的

尴尬经历。“每次去连里拿家里的来信，

我都是最后一个。”潘进伟说，因为战友

们一看到信封上的落款“粪堆赵村”四个

字，都会起哄，还故意问“你家咋住在粪

堆旁边啊？”让人没法解释，很不好意思。

粪堆赵村在每个月的农历初九举

办孝善日“饺子宴”的善举，也引起了

新闻媒体的关注，记者在报道这条新

闻时，就曾遭遇网友这样的跟帖，“守

着粪堆吃饺子，能吃得下去吗？”“粪堆

赵，打造汝州市孝善第一村？这也让

人难为情了！”各种质疑，不一而足。

关于粪堆赵村的来历，有两种说

法。

陈民生说，传说村里的十字街那

里有一大堆粪，第一天拉完了，第二天

又鼓起来了，后来大家才发现是刺草

（音），或是地拉蛄拱起来的。

另一种说法是，粪堆赵村地处北

汝河南岸，过去没修建大桥时，岸边的

渡口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

汝州市政协委员、汝州市炎黄文

化研究会会长尚自昌说，相传明清时

期，这个村有个叫赵奎的乡绅，乐善

好施，从南岸去北岸的人都要到赵家

问问河水大不大，能不能过河，顺便

讨口水喝。遇到过不去河的人，赵家

往往会留对方吃饭或住宿。时间长

了，方圆几十里传开了，粪堆旁边有

个大善人，姓赵，就有了粪堆赵村的

说法。

尚自昌说，农耕时代的肥料大都

是草沤的。粪堆赵村南邻北汝河，水

肥草茂，村民们割草沤肥，再把河水冲

下来的草捞来堆积在一起，这些用草

沤的肥堆，也叫粪堆。

“在那时，粪堆不是贬义是褒义，

农耕时代有那么大的粪堆，那这村里

的土地该有多肥沃？”潘进伟解释说。

地名，是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现

象和社会人文现象的综合体现，因此，

行政村名的命名，与某一特定区域自

然地理要素和人文地理要素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

从表面看，地名是人们为了区分

某地，与另一地而赋予该地的一个特

殊的名称；从深层次看，突出该地的地

理环境、自然景观，也是行政村名命名

的重要因素。

以汝州市夏店镇为例，夏店镇政

府所在的新村四周，就有夏东村、夏西

村、夏南村、夏北村。纸坊镇政府所在

地四周，也有纸西村、纸东村、纸南村、

纸北村。

潘进伟说，有一小部分老人会不

同意改村名，但学生们都认为应该与

时俱进，改村名。

李忠恕，88岁，是方圆远近有名

的民间曲剧艺人，会编剧又能演，20

世纪80年代办过戏校，是改村名的坚

定支持者。

赵天玉，69岁，1981年至1990年

曾任村党支部书记。在记者询问他对

改村名的态度时，赵天玉说，现在村里

的发展形势很好，家家户户用上了免

费自来水，街道平整干净，路两旁种上

了花，2900米的环村排洪渠正在改建

硬化，粪堆赵这个名字与村里的新面

貌不相符，确实不好听。还叫粪堆赵，

让人不想来。但毕竟有二三百年历史

了，能改了，尽量改个好名，赵，可以留

下，也可以不留。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近年来，粪堆

赵村先后获得平顶山市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示范点、平顶山市文明村

镇、汝州市三星级文明村、汝州市六星

级村级党组织、汝州市生态村和卫生

先进单位等称号。

来由：在农耕时代，粪堆大了象征着富足B

意见：粪堆赵村名到底有没有必要改C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

中心记者郭营战通讯员关莉艳）11月17

日，记者从汝州市住建局获悉，在2021年

老旧小区改造中，广成路中段市电业局小

区道路平坦了，陈旧的设施更新了，凌乱

的各种管线规整了，“彩绘小区文明墙”工

程更是让小区居民赏心悦目。

走在小区平坦的沥青路面上，居民

司会琴说：“感谢市住建局旧改办让我们

小区旧貌换新颜，每天出门回家，心情都

变得舒畅了。”

市电业局小区建于1993年。今年

10月，随着小区提升改造工作推进，一幅

幅雷锋精神、移风易俗、文明城市创建、垃

圾分类等宣传标语，生动地展现在居民面

前。

小区的美丽变迁，让居民喜笑颜

开。“我们现在的生活可安逸了。”在小区

居住近20年的王大爷高兴地说：“你看看

我们这儿，现在多好，可不就是住在‘全国

文明城市’里的文明人了嘛！”

据介绍，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汝州

市住建局坚持把重点放在老城区，聚焦

解决规划滞后、公共空间少、功能不完

善等“城市病”，大力实施改路、改水、老

旧差等服务功能提升，根据每个老旧小

区的不同建筑特色、环境特点，尽量恢

复原貌、便民利民、有效避免大拆大建，

用“微”改造，让老旧小区变得富有生机

和活力。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王丹
涛）11月17日，记者从汝州市城市管理

执法局获悉，为规范餐厨垃圾管理，提升

城市环境卫生水平，保障民众身体健康，

该局首批购买的500个专用餐厨垃圾筒，

已根据各道路餐饮业商户分布情况，摆

放到餐厨垃圾收集点。

为方便商户无接触打开餐厨垃圾

筒，该局在餐厨垃圾收集点设置了拉手，

每天由餐厨垃圾收运车辆运送至静脉产

业园，按照“预处理+固液分离+提油+固

渣焚烧”的主工艺流程，进行无害化三相

分离处理。

目前，汝州市有611家商户签订了餐

厨垃圾集中收运合同，基本实现城区企

事业单位、沿街商户餐厨垃圾规范化运

输、处置全覆盖。通过集约化管理，可以

从源头上遏制“地沟油”“泔水猪”等非法

利益链产生。

据介绍，此次购置的餐厨垃圾运输

车均为天然气清洁车辆，实现尾气“零排

放”。车厢体采用优质不锈钢材料，采用

侧挂式的装载方式，厢体内安装压缩装

置，对垃圾进行压缩、固液分离，实现装

载的最大化。卸载时，采用后部推板推

出卸料的方式，可以一次完成卸载，干净

便捷。

汝州 老旧小区改造让幸福指数在家门口升级

汝州市餐厨垃圾进入绿色处理

◀粪堆赵村村口一瞥

▼李忠恕，88岁，是改村名的坚定支持者

改造中的2900米环村水渠

收集点安装有拉手 王丹涛 摄

历经四年

昔日房屋低矮破旧

如今新村美景如画

昔日耕地靠牛

如今使唤“铁牛”

昔日道路泥泞不堪

如今水泥路户户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