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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纳税人存在逾期未申报行为，由于无法联系纳税人，税务机关下达
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未能直接送达，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予以公告。纳税人在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对违章行为未予改正的，税务机关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将纳税人转入
非正常户管理，纳税人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叶县国家税务局

2017年6月21日逾期未申报纳税人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纳税人识别号
93410422MA3XDRLR15
410422395887848
41042219540704542X01
93410422MA3XF46X3P
93410422MA3XF46N1A
410422099694857
93410422MA3XCFDB1Y
410422395887856
410422317611512
410422593433783
410422084205467
93410422MA3XEEW78X
410422075425935
410422060039580
410422396332617
410422395635341
410422780541050
410422317333663
410422559614855
410422061364385
410422060018368
410422093290958
410422577627107
410422075439683

纳税人名称
叶县稳亭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建廷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龙泉乡便民手机器材店
平顶山市昆大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平顶山市裕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培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天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春林园林苗木种植有限公司
叶县国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南西雨新材料有限公司
叶县润丰源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平顶山市吉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金粒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全水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平顶山市浩展养殖有限公司
叶县二套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茂源商贸有限公司
叶县富海饲草有限公司
叶县联发商贸有限公司
叶县鑫全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微辉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同乐苑家庭农场
叶县天照肉鸽养殖专业合作社
叶县百家乐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序号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纳税人识别号
41042208559525X
410422317676391
410422317676885
410422087325739
410422085563012
410422065253885
410422074206896
410422062664574
914104223176610347
410422074216648
410422395328974
410422395387173
410422395904927
410422068912946
410422053357687
410422356156997
410422356186168
410422345014010
410422344971097
410422349491957
410422326818814
41042233717740X
410422326840181
410422337175471

纳税人名称
叶县科辉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仙台镇杨庄村杨树全养殖场
叶县众发养殖专业合作社
叶县国闯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叶县水寨乡唐艳服装厂
叶县晓伟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鑫诚林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田庄乡双语幼儿园
叶县优卓贸易有限公司
叶县胜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伟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春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叶县百家赢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军政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五福农机专业合作社
叶县欢欢家庭农场
叶县晓冬农机专业合作社
叶县萌哲家庭农场
叶县峰胜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春报生态农业园
叶县润红养殖场
平顶山市庆丰园农民专业合作社
叶县盛源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平顶山市海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序号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纳税人识别号
410422060018974
410422090936207
410422317259088
410422089020090
93410422MA3X54AP9D
91410422MA3X5UR2X7
410422356164364
410422341585561
410422070084502
41042235614462X
410422317407204
410422335798202
410422349536342
410422396784058
410422092107453
410422071353452
410422065253789
410422077825473
410422395329280
410422326765492
410422349467236
93410422MA3XA51M70
410422551634413
410422317208782

纳税人名称
叶县三刚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穆柯寨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春阳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碧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平顶山市民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平顶山栗农贸易有限公司
叶县沃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绿土地菌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向前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金晓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南盐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叶县召阳丰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亚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耕耘农机专业合作社
叶县金沙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要进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合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新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百草源养殖有限公司
叶县东湖家庭农场
叶县绿兴家庭农场
叶县毅凡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新新农业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
叶县豫庆农机专业合作社

序号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纳税人识别号
410422317523723
410422397930547
410422085583873
410422395328755
410422099206649
410422063844067
934104223176468620
93410422MA3XAP355N
410422565144140
410422098881175
410422099434836
410422093291504
93410422MA3X95PP9D
91410422MA3X95PG50
410422093291280
410422093291141
91410422584368342G
410422080834602
410422317498206
410422086285173
410422097256407
410422095416614
410422084213758

纳税人名称
叶县六勤家庭农场
平顶山市新天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书奇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草木苑芦笋种植专业合作社
平顶山市科鑫农业种植有限公司
叶县为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浩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福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河南省佳茹水产品养殖有限公司
叶县大磊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联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君停家庭农场
叶县瑞海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叶县易顺家庭农场
叶县翠芳家庭农场
叶县红奎家庭农场
叶县长群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叶县鑫金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叶县辉河蔬菜批发有限公司
叶县鑫农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平顶山市选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南省红旗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叶县廉村分社
叶县禾田种植专业合作社

宝丰马街应河东岸的火神庙，北
依马街书会天然会场，南濒应河渡口，
是伏牛山东麓滍汝流域百镇千村众多
火神庙之祖庙，据传始于后汉，历史甚
为悠久，规模颇为宏大，占地十亩有
余。夏历正月十三马街书会，由此而
起，供各村镇火神社元宵节祭祀火神，
众多民间艺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写说
书、唱社戏，娱神娱人。

晚清同治年间，火神庙前有一株
历劫而存的参天古杨。其树干粗壮，
需三人连抱，树冠高耸入云，遮阴数
亩，周围十数里范围内均可望见。笔
者家所居之处东距火神庙足有五里之
遥，但站在村头，仍可见古杨之冠耸然
特出，蓊蓊郁郁。此树因此成为方圆
知名地标。

马街书会现存《马街火神庙留养
杨树碑记》一方。其文曰：“马渡镇东
火神祠前有古杨一株，大可连抱，耸
然特出。斯树也，既可以壮庙貌之观
瞻，尤足以便万人之流息。同治二
年，寨局以筑寨之资不给，凡树木之
属于庙中者悉货之，以充寨资，老树
与焉。镇中董恭，目睹心伤，因与诸
君子约，各出己资如树价，以还买主，
留养此树。夫而后可以以之壮观瞻，
以便流息也。是为记。邑候选训导
司士选撰文，邑蔬圃居士李景华题
额，邑松轩居士魏天赐书丹。大清同

治八年十月谷旦。”
清朝晚期咸丰（1851—1861）、同

治（1862—1874）年间，外有列强入侵，
内南有太平天军、北有捻军的纵横驰
骋，清廷内外交困。为动员地方士绅
抵御内乱，朝廷命令各地办团练，筑堡
寨，自卫自守。

同治元年（1862）、二年（1863）是
伏牛山东麓地区筑寨的高潮期，今天
比较有名的郏县临沣寨就是这个时期
筑就的。据清同治《郏县志》记载，单
郏县一县与临沣寨前后筑起的寨堡就
有五十多座。同治二年（1863）马街设
局筑寨，也是基于这个大背景。

筑寨是朝廷的诏令，但所需资财
却要由地方想办法自筹，所以有“寨局
以筑寨之资不给，凡树木之属于庙中
者悉货之，以充寨资，老树与焉”之
事。把庙前之古杨货卖于人，以充寨
资，古杨就要被买主砍掉。如此一来，
将会造成火神庙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
的破坏，这深深刺痛了镇中对古杨有
着深厚感情的以董恭为代表的诸君子
的心。于是，他们相约计议，决定“各
出己资如树价，给买主”，以保古杨的
安然留存，从而维持火神庙自然生态
和人文生态的完满延续。

为什么同治二年办的事情到同治
八年才立碑记载？这是因为到同治八
年，朝廷才取得剿灭捻军的胜利，筑寨

的工程也最终了结。
中华五千年农耕社会，望天收

成，依地生存，培养起先民极强的生
态保护意识，对古树名木的爱护是其
重要表现之一。马街董恭诸君子不
吝资财留养古杨的义举，值得我们尊
敬和效法。

（本版图片由宝丰县文广局提供）

3.近世宝丰乡贤是如何保护自然和人文生态的？

寺庙碑刻，由来已久。纵观我

国各地，尤其是古寺名刹，几乎都有

碑刻的历史与记载。千百年来，古

寺和民居重修、易改了数次，唯有石

刻经像、碑记保留至今。一个民间

传说的考证、一方经济文化发展的

寻觅、一地人文素养的窥见，一块千

年、百年前的石刻碑记往往会起到

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通过对碑刻的寻觅

与考察，从三个方面重新认识了宝

丰文化：唐道宣以前，宝丰民间的妙

善传说为“道宣口授”的根源，这两

者为后来蒋之奇本的《大悲菩萨传》

奠定了基础；清乾嘉时期，宝丰酒业

繁荣，执业者对公益事业非常慷慨

和关注；马街董恭诸君“各出己资如

树价，给买主”，使得火神庙前的参

天古杨得以存活，保护了当地的自

然和人文生态。

——编者语

千年碑刻见历史 宝丰文化觅新知
●潘民中

香山寺现存《大悲菩萨传》碑所
记汉化观音得道证果之本生故事，
系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汝州知
州蒋之奇根据《香山大悲菩萨传》勘
俚润色而成，而《香山大悲菩萨传》
由中国佛教律宗创始人唐朝道宣大
师口授、弟子义常记录撰写。

《香山大悲菩萨传》中，把汉化
观音的“前缘”妙善之出生地和得道
地作了明确地理定位：大的地理方
位参照是“嵩岳”，“嵩岳之南二百余
里，有三山并列，其中为香山”；小的
地理方位参照是“龙山”“小龙山”，

“妙善既以神力摄至龙山之下，山神
化为老人。妙善曰：‘此名何山？’

‘龙山也。龙居此山，故以名之。’
‘此去西岭若何？’‘亦龙所居，是故
谓之小龙山。惟二山之中，有一小
岭号曰香山”；妙善的出生地“父城”
在“香山之东北”，得道证果地在“香
山”。这些地理方位集中指向宝丰
境域。

然而，当今海内外的权威汉化
观音研究者，如著有《妙善传说——
观音菩萨缘起考》的英国汉学家杜
德桥、著有《观音——菩萨中国化的
演变》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
教授于君方、著有《万里寻碑记》的
台湾清华大学教授赖瑞和、著有

《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的西北
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利安等，无不
置疑“道宣口授”“义常记录”的真
实存在，而认为蒋之奇的文字为

“该故事的真正开端”，“这传说与
宝丰发生关联，是从北宋开始的”。
究竟宝丰地区在北宋蒋之奇以前，
乃至唐道宣以前，有没有与本地关
系密切的妙善传说呢？宝丰西北某
村存世的《重修西方寺碑记》揭开了
这个谜底。

据《重修西方寺碑记》落款记
载，此碑刻立于“大周天册万岁元年
岁次乙未九月十九日”。“大周”是武
则天称帝所用的国号；“天册万岁”
是武则天在帝位期间所使用的第六
个年号，这个年号自“证圣”元年九
月一日改称，用至十二月底，使用了
四个月整；这一年的干支纪年为“乙
未”，公元纪年为“695年”。

刻立此碑者为西方寺“住持玄
通、师弟玄济、徒梵净”，其称：“今吾
师徒，尝译梵文经论，与上悖见，受
逐流迁，足尘八两，面垢半斤，四顾
不容，飘摇于此。”此碑刻立时间晚
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春“道宣在
长安终南山灵感寺戒坛感天神来谈
观音大士肉身降迹香山因缘”28年，
早于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弟子义

常将道宣大师生前口授内容追记成
《香山大悲菩萨传》4年。也就是说，
《重修西方寺碑记》刻立之时晚于
“道宣口授”28年，早于“义常记录”4
年。此时，道宣口授本“观音大士肉
身降迹香山因缘”尚不可能在民间
广泛传播，因而民间相传的妙善传
说具有原生态性。

“道宣口授”之前的妙善传说是
什么样子？与宝丰地区有没有关
联？《重修西方寺碑记》载：“土传曰：
玄冥老聃道于函谷，西方伯纳徒于
汝阴。伯所纳者，今观音菩萨也。
观音者，得道前乃庄王之女妙善
也。幼被离苦，几致废道，见容于
伯。善尝葬蟬，伯知其佛性，纳之传
法。善果证道，号观音菩萨。”“土传
曰”即民间相传。“西方伯”“西伯”，
窃以为指佛教创始人，即佛祖释迦
牟尼。“汝阴”指汝水南岸地方，即后
来的宝丰地区。宝丰地区位于汝水
之南，按古代地名生成规律，水北谓

“阳”，水南谓“阴”。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版本的妙善传说不仅将妙善出
生地、成道地放在了宝丰地区；而且

“观音者，得道前乃庄王之女妙善
也”，称“庄王”不称“妙庄严王”“妙
庄王”“苗庄王”；同时，用“幼被离
苦，几致废道”高度概括妙善坚持修
行所遭遇的磨难。这些都明显表现
出其为“道宣口授”的根源。而妙善
作为佛祖释迦牟尼所纳徒，“伯所纳
徒也”“见容于伯”，以及“善尝葬蟬，
伯知其佛性，纳之传法”，则被《香山
大悲菩萨传》所舍弃，而将儒家孝道
观融入其中。

由此而知，一、“道宣口授”之前
的妙善传说，已将“汝阴”即汝水以
南地区（今宝丰地区）作为汉化观
音的原生地；二、“道宣口授”之前
的妙善传说，虽赋予了汉化观音以
极高的宗教地位——妙善是佛祖
释迦牟尼的直接传法弟子，且将

“西方伯纳徒于汝阴”与道祖老子
的“玄冥老聃道于函谷”相提并论，
但残留着比附天竺的生搬硬造痕
迹；三、从有明确地理位置和崇拜
意义的佛祖弟子，过渡到以孝道之
价值为力量源泉，且具普遍吸引力
的完整故事情节，是天竺佛教观音
持续汉化的结果。由此可以证明，
蒋之奇的《大悲菩萨传》不是一蹴
而就的，“道宣口授”妙善传说这个
环节不是子虚乌有的。应该说，正
是有了“道宣口授”对原生态妙善传
说明显生搬硬造地消磨和加工，才
使得蒋之奇本《大悲菩萨传》进一步
打磨到高度完美的程度。

1.唐道宣以前，宝丰民间的妙善传说是怎样的？

宝丰酒业自古就很繁盛，但今天
可供我们检索的文献资料却少得可
怜，也不过宋代“程颢监汝州酒税于
宝丰”、金代元好问“春风着人不觉
醉，快卷更需三百杯”、明代“曲商竞
赴宝丰，远近传说宋官造遗法，程夫
子监制更精”、清代“宝丰烧酒，与汾
酒抗衡，销及江南”、民国“高粱蒸酒，
宝丰产者为多，输于外者，年百余万
斤，凡售者多以宝丰酒为名”这寥寥
数语而已。个中原因，除传统社会重
农轻商，地方志书对属于商业行当的
酿酒少做重头记述外，还与唐宋以后
文化重心南移，中原四战之地以记录
社会万象为乐事的文人士大夫甚少
不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清嘉庆十
五年（1810），宝丰知县赏锴（kǎi）撰
写的《重修万寿寺记》碑语中所涉及
的宝丰酒业热心公益之文字，就显得
十分珍贵了。

赏锴，号许斋，浙江绍兴人，寄籍
宛平。嘉庆六年（1801）辛酉科进士，
授翰林院庶吉士，以知县即用；嘉庆七
年（1802）到宝丰上任，在宝履职八年，
临去职撰写《重修万寿寺记》。其中，
曰：“万寿寺为古灵相寺。考之县志，
灵相寺在灵泉祠东，即今万寿寺页。
创自金大安元年，一修于明成化三年，
香山寺僧觉坚住持其寺，募化广修，规
模宏大，其寺之四至具载碑中。再修
于万历十三年，邱龙云撰《重修碑记》
云‘嘉靖间，邑令袁公近沙始改名万寿
寺，乃仍其旧。’至今世远年湮，废弃者
久之。今年春，阖邑酒馆等公捐银若
干两，公呈愿请重修。其时监工者邑
绅杨岱，香山寺僧人通德佐之。鸠工
庀材，撤旧图集。中建大殿五间，东伽
蓝殿三间，西祖师殿三间，东偏禅房三
间，西侧屋三间，屏门、楼院门、西角门
各一间，月台广四丈有奇。不数月，而

工告竣。辉煌丹陛，焕然一新。登其
殿者，尊礼瞻仰，又可想见当日之历画
形胜也。至常住之规模，更有待夫后
之住持兰若者。是为记。时庚午冬月
立石。”

万寿寺原名古灵相寺，位于宝丰
老城内西南隅（南街中段西侧），民间
称谓“大寺”。创建于金朝卫绍王大安
元年（1209），一修于明宪宗成化三年

（1467），再修于明神宗万历十三年
（1585）。自明代起，万寿寺为香山寺
十六下院之一，其住持均由香山寺僧
受派而来担任。清嘉庆十五年重修，
乃第三次重修。

从碑文记载可知，第三次整修可
以说是重建——不仅五间大殿是新
建，而且其他十五间偏殿、配房也是新
建。此次建设，于嘉庆十五年春动工，
到冬十月竣工立碑，历时半年有余。
其工程浩大，从存留至今的五间大殿
之结构可见一斑：五间大殿建于石砌
台基之上，面阔15.8米，进深9.7米，内
置木柱8根，柱下接0.8米高的六棱石
柱，柱下有覆盆柱础，前檐下有方石柱
4楹，接楹檩有装饰性斗拱10组。

此次整修，耗资不菲。这笔钱源
于何处？《重修万寿寺记》中有所载
明——“阖邑酒馆等公捐银两”，也就
是古灵相寺第三次整修的费用是由
宝丰全城所有酒馆共同捐助的。“酒
馆”者，即酿酒作坊之谓也。伏牛山
东麓地区均将酿酒作坊称作“酒馆”，
乡俗称谓历代相沿至民国。将酿酒
作坊称作“酒馆”，反映了历史上酿酒
作坊自产自销的“前店后坊”布局。
前店即“馆”，功能是卖酒；后坊则主
要是酿酒。

此次万寿寺整修，不仅费用是由
宝丰全城酒馆“公捐”，而且也是缘自
宝丰全城酒馆的“公呈愿请”。整修

万寿寺，到底全城酒馆公捐出多少银
两？因碑后“功德录”不存，已不得而
知。但即使放到今天，建起五间内外
明柱的大殿和十五间偏殿、配房，也
是要耗费一笔巨资的。若“功德录”
完整保存，不仅是一宗绝佳的反映清
代宝丰酒业状况的经济史资料，而且
其中的“阖邑酒馆”等名号，对于商号
文化和酒文化来说，也将是一笔珍贵
资料。幸有西大营立于乾隆五十六
年（1791）的《重修山陕会馆拜殿月台
碑记》可作参照，这两项工程前后相
距近二十年，物料和工费市价相差不
会太大。

《重修山陕会馆拜殿月台碑记》
曰：“迩来世远年湮，庙前拜殿久经鸟
鼠剥落，门外月台累遭波臣摧残。爰
集同人谋及修葺，悉踊跃争先，乐输
资财，约聚白金贰佰有奇。拜殿整饬
一新，月台恢宏其旧，峻宇雕墙，美轮
美奂，庶可以壮观瞻肃仪度，而神悦
人欣。”“白金”者，白银也；“贰佰有
奇”者，二百多两也。大营只重修了
山陕会馆的拜殿和月台，就用去白银
二百多两。万寿寺重建二十间殿宇
及月台，没有千两白银，恐难竣工。
而当时宝丰一县每年上解河南省布
政史司的丁地税银为“八千九百三十
七两”，也就是说为整修万寿寺，“阖
邑酒馆”等公捐出的白银几乎等于宝
丰全县上解税银的八分之一。也正
因为耗资巨大，才请了“邑绅杨岱”来
作监工。杨岱是当时宝丰城南杨老
庄杨家庄园的掌门人，杨家庄园挂过
两次“千顷牌”，有田产32万亩。杨岱
实力雄厚，热心公益，社会声望高，“阖
邑酒馆”老板信得过。

由此项整修万寿寺工程，可见清
代乾嘉时期，宝丰酒业的繁荣及执业
者对公益事业的慷慨和关注。

2.清乾嘉时期，宝丰酒业如何资助社会公益？

宝丰马街火神庙祭祀现场

香山寺一景

香山寺的《大悲菩萨传》碑

《马街火神庙留养杨树碑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