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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 通讯
员李向平 李瑞伍）“我当纪检组
长时间不短了，面对这么多观众
和评委述职述廉，心里还是有些
紧张。”7 月 20 日上午，提及两天
前的公开述职述廉，湛河区纪委
派驻法院的纪检组组长闫亚伟仍
记忆犹新。

当天，在湛河区会议中心，该
区纪委组织派驻机构负责人公开
述职述廉。像闫亚伟一样，通过
抽签公开述职述廉的还有该区纪
委派驻教体局、交通局等单位的8
名纪检组负责人。评议团根据他
们的述职述廉情况，对他们现场
进行民主测评打分。

该区纪委坚持把纪检干部
述职述廉作为科学客观评价纪
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抓手，紧紧围
绕对派驻部门党员干部尤其是

班子成员如何实施有效监督、对
违纪违规问题审查处理情况、自
身廉洁情况等6个方面向区纪委
报告。去年以来，全区31个派驻
机构中，有17名负责人进行了集
中述职述廉。今年以来，该区纪
委立案16件，涉及副科级以上干
部10人，处分17人，约谈5人，函
询 4 人，诫勉谈话 4 人，提醒谈话
132人。

“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有作
为。纪检干部必须重视提升个人
能力素质，主动解决面对新形势
新任务的‘本领恐慌’问题。”该区
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盛少飞说,
将他们的履责情况拿出来晾一
晾、晒一晒，不仅是对纪检工作的
检验，更能让他们看到差距，对今
后更好地开展工作有着极大的
激励作用。

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

湛河区9名纪检干部公开述职述廉

本报讯（记者张亚丹）7月21
日是星期五，湛河区创卫“城市大
清洗”活动继续开展。该区相关
区直单位、乡政府（街道办事处）工
作人员在所承包的责任区域清理
垃圾、积水，清除小广告……

当天上午 9 时许，在市区老
叶宝路高阳路街道后城村段，该
区纪委下派的工作人员踏进路
旁的草丛里用长夹捡拾垃圾。

“这条过境公路两侧都是村庄，
随时有倾倒垃圾和乱扔垃圾的
现象。”该区纪委工作人员说，他
们承包了老叶宝路两侧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下派的环境清理卫
生小组驻守道路两旁，及时清除
垃圾、杂物。

在市区诚朴路湛河桥南段附
近的工商银行家属院内，该区民
主党派人士所组成的志愿服务队

正在清除社区庭院内的小广告和
垃圾。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人人有
责。”该区统战部副部长徐红旗
说，从6月份以来，该区掀起了“城
市大清洗”的活动热潮，他们号召
组建了6支志愿服务队，由班子成
员带队，一起深入督查，攻克承包
区域内的环境卫生问题。

自该区“城市大清洗”活动
开展以来，该区各分包路段、社
区庭院的单位部门，在区委、区
政府的领导指挥下，向“脏乱差”
宣战，下沉基层，任劳任怨驻守
在各路段、庭院内，规范区域内
交通秩序，清理区域内乱扔的
垃圾，配合该区环卫局、环保局、
执法局沿途排查、督促整改各类
违规行为，确保城市卫生环境干
净有序。

确保城市卫生环境干净有序

湛河区“城市大清洗”治理“脏乱差”

日前，湛河区围绕“创文”主题，在姚孟街道姚电社区灯光球
场举办了“文明湛河 欢乐中原”文艺轻骑下基层晚会。

当晚共演出了舞蹈、戏曲、小品、相声、快板等13个节目。
姚利付 摄

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 通讯
员王毛生）近日，湛河区曹镇乡焦
庄村春松桃业合作社的桃园里欢
声笑语、游人如织。游客们提着塑
料篮子，三五成群地在采摘成熟的
桃子。

合作社负责人杨春松说：“俺
这里的桃树有十多个品种，桃子
成熟期依次错开，从5月下旬到9
月底 4 个多月时间，都有鲜桃成
熟。”

2009 年，杨春松通过土地流
转栽植了70多亩桃树。由于管理
到位，2011 年桃树一挂果就获得
了大丰收。后来，杨春松发现，每
到桃子成熟季，由于大量桃子同
时上市，价格明显降低；而到桃子
罢园时，价格又会突然回升。

杨春松想，若是把桃子的成
熟期错开，延长采摘期，避免集中
成熟时来不及采摘销售而造成损
失就好了。

2014 年初，杨春松带着土壤
样本跑到河南农业大学，请林果
专家推荐桃树品种。林果专家随
杨春松来到焦庄村后，对当地的
气候特点和土质特性进行了全面
分析，推荐了十余种新培育出的
桃树品种。在专家的建议和帮助
下，杨春松当年又连片流转土地
300 余亩，依桃子成熟的先后顺
序，分行栽植十余种桃树，并注册
成立了桃业合作社。

“只要保证好桃子的质量，满
足好客户的需求，市场效益自然就
会好！”杨春松笑着说。

曹镇乡鲜桃错时上市增收入

本报讯（记者张亚丹 通讯员张旭长）
7月26日下午，市区河滨广场上游人如织。
在广场旁边，一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
橱窗前，一名老人正充当着义务讲解员的角
色，和颜悦色地向一群小朋友讲解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自“创文”工作展开以来，湛河区委、
区政府严格按照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指示
精神，提出了“创文、创卫、环境污染防治”
三大重点工作“三位一体、创文优先”的工
作思路，采取从严环境整治、提升便民服
务、树立诚信意识、强化文明载体“四轮
驱动”的工作模式，动员全区机关干部、
社会志愿者、广大居民共同参与，各尽其
力，争创文明城市。

从严环境整治。为加大环境改善的
力度，该区狠抓环境污染防治，专门建立了
区委常委分包联系环保工作制度，在全区

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环保协调、部
门协作，区、乡、村三级同动员、同部署、同
推进，各界参与的环保联动工作局面。区
委书记、区长到环保攻坚一线专题督查环
保工作，四大班子领导集中到治理现场观
摩调研，为环境污染防治工作挑毛病，提建
议，对照责任目标检查各责任单位的工作
进度和落实情况，对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
实行即时问责。

据统计，年初以来，该区共排查环境污
染问题370余起，已彻底解决340起，环境
整改率在91%以上。

提升便民服务。“提高便民服务质量、
强化思想认知”是湛河区“创文”工作的重
心之一。“创文”以来，该区坚持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与深化便民服务职能相结
合，不断提升便民服务力度，进一步转变工
作作风，让辖区居民在服务中深入体会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实内涵，进而主
动去践行、落实。

截至目前，该区32个社区相继落实了
预约服务制、一站式服务制、延时办结制、
限时办理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等便民
服务制度。

树立诚信意识。为全面提升居民的诚
信意识，该区在强化工商户诚信经营的基
础上，以社区、村庄、学校、企业为依托，开
展“文明诚信教育”巡回宣传70余次、举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讲座30余场、张
贴宣传海报 600 余份，并通过评选文明诚
信集体（个人）等措施，营造出“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号召大家认真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开展以爱
岗敬业、诚实守信、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
主要内容的各项活动。

强化文明载体。7月24日下午，一名环

卫工正在该区荆山街道辉岗村一超市门口
的茶水供应点接茶水。目前，像这样的免
费茶水供应点，在湛河区有 70 多处。在

“创文”活动的带动下，该区从强化文明载
体做起，专门成立了志愿者服务联合会，建
立起志愿者服务队伍 180 余支，注册志愿
者 27500 余人，重点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宣传落实、扶贫助困、医疗保健、社
区工作、法律援助、敬老服务等方面，进行
志愿服务，进而带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志愿者
活动，推动社会文明取得飞跃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只有做
到有形化、有抓手，才更容易为全社会所
接受。湛河区把便民惠民作为‘创文’的
立足点，在提升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满意
度的同时，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
深入人心。”湛河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晓
鸽说。

从严环境整治 提升便民服务 树立诚信意识 强化文明载体

湛河区“四轮驱动”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秃塔儿墓藏荆山 蒙汉情深建家园

“湛河寻宝”系列之五——

在湛河区东南部的沙河之滨，有一座
方圆2500米、海拔98米的圆形山丘，名曰
荆山。这里有一个与山同名、占地两千余
平方米的蒙古族村庄——荆山村。

如果不是荆山山顶那座被河南省人民
政府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元代贵
族墓冢，人们很难将荆山村淳朴的村民同
皇族联系在一起：这支扎根于此的成吉思
汗后裔，已在这里繁衍生息了700余年。

荆山上长眠着他们的祖先秃塔儿（约
公元1236年-约公元1304年）。据13世纪
波斯历史学家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费尼
所著史诗性文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秃
塔儿为成吉思汗五世孙，在忽必烈争夺皇
权之战中立有赫赫战功，深受倚重，以宣武
将军右翊蒙古侍卫亲军千户，守卫京都大
都（今北京）。元成宗时，年过五旬的秃塔儿
南迁中原，定居荆山，卒于此，葬于荆山之
上。700年风云际会，这支皇族后裔早已和
当地百姓同耕同作，融为一体。

渐行渐远的马铃声
在荆山村，今年68岁的老党支部书记

马德强时常为来客演示他们流传下来的
酒文化：往右手无名指上戴上银戒指，双
手将马奶酒杯敬到客人面前，将右手无名
指插进酒杯，蘸酒弹天、弹地、弹客人，然
后再把无名指点在自己和被敬者的额头
上，合掌，向被敬者祝以良好的祝愿以示
诚意。客人在重复完同样的动作后，将酒
一饮而尽。

马德强说，这一风俗源于成吉思汗的
父亲被毒酒所害一事，现在，他们只是用手
指在酒杯上轻轻一点，不再蘸到酒水。

作为成吉思汗的后裔，马德强还非常
注重本民族文化的研究和传承。《马氏家
乘》作为记载秃塔儿以来整个马氏家族人
丁繁衍情况的家谱类书籍，被国家图书馆
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收藏，收藏证书上
写着“《马氏家乘》是蒙古族落居中原、繁
衍生息的宝贵资料”。《马氏家乘》的现代
部分大部分由马德强收集整理而成。

古时候，蒙古族有“密葬”习俗，这一习
俗在其最古老的历史文学典籍《蒙古秘史》
中有详细记载。元末明初大学者叶子奇所
著的史料笔记《草木子》记载，元朝皇帝驾
崩，“用啰木两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
为棺，置遗体其中”，然后，掘深沟一道埋葬，

“以万马蹂之使平……”。
正因为如此，全国很少见到元朝皇亲

国戚的坟墓，矗立于荆山之上的马秃塔儿
墓实为全国罕见的蒙古贵族墓葬。

走在荆山村街头，偶尔还能看到“高
颧骨、浓眉阔脸”的相貌。这些，或许就
是荆山村蒙古族人曾驰骋江山、横扫欧
亚的民族印迹了。

中原腹地的蒙古包
秃塔儿的弟弟帖木儿在南阳为官。元

成宗执政后期，秃塔儿上奏折请求解甲归
田，带领家眷20余人，决定定居河南，与弟
弟结为比邻。

至荆山，秃塔儿不愿再行，决定居于荆
山南坡。当地人认为，秃塔儿之所以选择定
居于此，主要是因为他的乡土情结。荆山
为圆形丘陵，依山傍水，绿草青青，四野开
阔，在人烟稀少的年代，它就像草原上的
一个蒙古包。

荆山村向东 200 余米为胡庄村，向南
700余米为卫寨村。与执政中原的其他蒙
古人不同，秃塔儿十分注重与当地汉族居
民保持良好关系，坚决反对蒙古族人欺负
汉人，深受当地人的拥护。

清康熙《叶县志·山川》记载：“大元至
元丁亥年（1287年）叶邑大旱，稼蔷干枯，秃
塔儿祈雨河山白龙井，辄应，天降甘霖，泽
润田亩，为之轰动一时而彪炳叶邑青史，随
建河山白龙庙，后每逢干旱，必往祈之，无
不应验。”（荆山村古时属叶县）

元大德末年，秃塔儿病逝荆山，依蒙古
族礼节，葬于荆山之上，并修建有墓石、神
道碑、翁仲、华表等。

秃塔儿墓冢呈圆形，穹隆顶，上面饰以
圆形宝塔，是典型的蒙古族建筑风格。墓
前立有三通碑，分别为元至正年间、清乾隆
年间和上世纪 80 年代所立。墓群里立有
两柱元代华表，一柱刻着“凤落金梧五里荆
山埋玉树”，一柱刻着“鹤归瑶岛千年华表
集仙灵”。

1368年，明朝义军势如破竹，元朝大限
已临，受过秃塔儿恩泽的当地汉民，暗示其
后裔逃匿，并帮他们平坟埋碑，使秃塔儿墓
免遭毁灭。

耕读传家话桑麻
秃塔儿的六世孙速赤在匿姓埋名期间

生育一子，遂以其先祖所在的蒙古部落“哈
麻（音）赤”部落中的“麻”的谐音为姓，为儿
子起名马隆。

明成祖朱棣时期，北元势力已远走漠
北，不再对明朝构成威胁，内部民族矛盾得
到缓和，原先隐匿乡邻的秃塔儿七世孙开
始公开身份，为祖先修坟立碑，重建家园。
自此，荆山村蒙古族后裔以马为姓，家族逐
渐兴盛。

蒙古族马上得天下，虽然统治中原近
百年，但他们仍然不懂耕作。尤其是明朝初
年，没有了特权的马氏后裔生计成了问题。

当地的汉族村民主动教马氏后裔学习开荒
种地、解麻辑绳、纺线织布、修房盖屋。

明清两代，当地村民注重习武修文。
马氏后裔也一改马上英雄的形象，昼耕夜
读，礼教传家，出现了不少当地有名的大
儒。现在秃塔儿的墓地里还耸立着两通清
代石碑，上面镌刻着清代乾隆皇帝诰封马
氏后人马盛麟和马周的圣旨原文。

荆山村的马氏后裔常以“七百余年封
侯地，六世明经书香家”为荣，其中“封侯”一
事是说秃塔儿被敕封“范阳郡侯”，“六世明
经”则指从明朝隆庆时期秃塔儿第12代裔
孙马克钝中进士算起，到清朝乾隆时期秃塔
儿第17代裔孙马承先中举人，马氏后人连
续六代，辈辈出进士、举人，十分荣耀。

患难与共的民族情
据《叶县志》记载，清朝时期，由于连降

暴雨，沙河多次改道，周边村庄因地势较
低，多次被淹，均在马氏后裔的帮助下，来
到荆山之上躲避洪水。洪水退后，马氏后
裔又主动捐献粮食衣物，帮助周边村民恢
复生产，渡过难关。

荆山村是整建制的蒙古族村落，但他
们村中还生活着朱、陈、王、张四姓汉人家
庭。马德强介绍，他们都是灾荒之年逃难
到这里的，荆山村民不仅为他们提供衣食，
而且还为他们提供耕地，规划住宅，让他们
永久地成为荆山村人。

明清时期，为抵抗土匪的骚扰，卫寨村
民依河山建有城防坚固的寨墙。清末、民
国时期，匪患严重，荆山村、胡庄村的村民
时常牵着牛羊进入卫寨村内，躲避匪患流
寇。他们甚至一起集中力量，训练了民间
治保团体，在兵来匪去的年代，保了一方百
姓的平安。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搞好农业生产，荆
山村、胡庄村、卫寨村合为一个行政村，建立
生产合作社，使粮食产量得到大幅提高，彻
底解决了当地群众的温饱问题，当地的人
口得到了迅速增长。据当地统计部门记
录，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仅荆山村，人
口就由400余人增加到了现在的1300多人。

改革开放后，荆山村民和乡邻们一道，
抱团发展种养殖业、合伙儿经商、组团外出
务工，一同走上了致富路。

由于民族关系融洽，蒙汉民族亲如一
家，1987年，荆山村被河南省人民政府评为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自上世纪 90 年
代以来，荆山村多次被平顶山市人民政府
评为市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并几乎
连年被湛河区人民政府评为民族团结进步
先进典范村。

1995年，全国第二届曲艺节在平顶山
市举行，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成员斯琴高
娃等人专程前往荆山祭奠秃塔儿，当地群
众闻讯夹道欢迎，盛况空前。看到蒙汉群
众亲如一家，斯琴高娃一行深感欣喜，他们
高度肯定了秃塔儿及后世子孙主动融入当
地生活的做法，并连连感谢当地政府对荆
山马氏后裔的关心和帮助。

沿着微雨浸润过的神道，穿行于薄雾
蒙蒙的松柏树下，那长满青苔的翁仲，历经
朝代更迭，世事变迁，依然那么安详，静静
地守护着长眠于此的墓主人。

（张旭长 /文 唐要普 高凤岭 /图）

本报讯（记者张亚丹 通讯
员马锐红）“谢谢党和政府时刻惦
记着我们！”7月25日上午，湛河区
曹镇乡秦庄村的抗战老兵秦付尧
双手紧握着该区法院院长王民克
的手，激动地说。

现年 93 岁的秦付尧 1941 年
入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多次战
斗。他早年负过枪伤，在党和政
府及当地群众的帮扶下，秦付尧
一直生活无忧。

八一前夕，该区区委、区政
府号召各机关单位以实际行动
帮扶抗战老兵及军烈属，在全区

营造出关爱老兵、关爱军人及军
烈属的浓厚氛围。该区法院主
动与民政部门相结合，联系到一
批 年 纪 大 的 老 兵 及 军 烈 属 家
庭。根 据 民 政 部 门 提 供 的 信
息，该区法院主动了解排查部
分老兵及军烈属存在的困难，
确定了帮扶思路，建立长期帮
扶机制。

“军人和军属都为我们的祖
国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在走访
慰问他们的同时，还要向他们普
及法律常识，维护他们的利益不
受侵害！”王民克说。

区法院慰问军烈属和抗战老兵

《马氏家乘》

马秃塔儿墓及马秃塔儿墓及墓碑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