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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王军旺）4 月 28 日上午，2023 年叶

县婚俗改革首届“相约沙河畔 情

定昆阳城”单身青年联谊会在孔子

庄园举行，139 名单身男女青年参

加。

近年来，高价彩礼、大操大办

等不良婚俗在各地时有发生，作为

婚俗改革试点县，叶县利用七夕等

重要节日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宣

传婚俗改革，还组织志愿者上门服

务，动员社会革除陋习，传承向上

的婚俗风尚。此次活动旨在引导

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恋观、

婚嫁观、家庭观，增强青年男女对

情感和婚姻生活的尊重意识、诚信

意识和责任意识，推动形成关心青

年婚恋、营造青年成长的良好社会

氛围。

为活跃气氛，让大家快速融

入，活动现场开展了破冰游戏、“纸

张传递”互动游戏、才艺展示、5分

钟约见、心动互选（最佳魅力女士、

男士评选）等节目，让单身青年在

轻松愉悦的氛围下增进了解、放松

心情、减压赋能。

单身青年王培丹说：“通过本

次活动，让我认识到婚俗改革的重

要性，作为一名叶县青年，今后我

会积极响应婚俗改革，抵制天价彩

礼，破除陈规陋习。”

单身青年秦磊磊说：“平时工

作忙，没有时间认识更多有缘人。

这个平台非常好，希望今天大家都

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位。”

叶县民政局副局长刘书珍表

示，他们将继续整合社会资源，建

立单身青年数据库，按照志趣相

投、条件相当、优势互补的原则，选

择匹配参加联谊活动的人员范围，

适时组织线上线下婚恋交友活动，

提高婚恋交友的成功率，助力单身

青年觅得良缘，提升单身青年的幸

福感和归属感。

叶县婚俗改革首届单身青年联谊会举行

相约沙河畔 情定昆阳城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5 月 3

日，“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叶县多

地降雨量达 50 毫米，县气象局在

政务微信群里及时发布持续降雨

的信息，建议有关部门做好防汛工

作。很快，住建、水利、应急等部门

迅速回应，并表示已有专人值守在

岗位上。

打好防汛“主动仗”，筑牢防汛

“安全墙”。叶县有 18 个乡（镇、街

道），且有 4 个山区乡镇多个地方

属于雷雨集中带。针对面积广、地

形多样这一特点，该县提前谋划，

未雨绸缪，加强物资储备，做好汛

前保障，统筹补充各类防汛应急物

资，确保能够第一时间处置险情。

目前，共储备防汛、救灾、应急抢

险、通信、抢险车辆等 6 大类 77 种

物资。同时开展隐患排查，筑牢安

全防线。

叶县境内有沙河、澧河等多条

河流和几十座大小不一的水库，在

强化河长制工作责任外，水利部门

开展水利设施安全隐患排查行动，

对重点河流、河道、水库、水闸、灌

区等进行拉网式检查，全面清淤疏

浚、养护灌区水闸、加固堤坝设施，

保障水利设施安全运行、行洪畅

通。此次共排查出水库安全隐患

10 处，全部整改完毕，维修养护闸

门 23座。

开展防汛演练，提升应急处置

能力。城区人口集中，分布无数窨

井且有多个桥涵。该县在 4 月份

对重点险段进行集中排查和整治

后，还模拟城区持续降雨、影响车

辆和行人出行安全，围绕城区道路

积水抽排、决口封堵、救助落水群

众等科目，开展城区防汛应急演

练；模拟城区持续降雨、建筑工地

出现险情，围绕深基坑积水抽排、

深基坑边坡坍塌加固处理、深基坑

雨水倒灌封堵等科目，开展城区建

筑工地防汛应急演练，有效检验应

急预案可行性和实操性，提升城区

防汛排涝应急处置能力，先后出动

人员 120 人、车辆 26 辆，投入各类

防汛物资 180件（套）。

备足物资 加强演练 严守岗位

叶县打好防汛“主动仗”

4月 27日，记者来到叶邑北村

西部，一座明显高于两侧的土岭自

北蜿蜒伸向南部，文物部门在附近

安装了监控。这就是当年叶邑故

城的城墙。

烧车河和澧河在叶邑故城的

北面和东面，叶邑故城将此作为护

城河，尽管也有城墙，如今已成平

地，淹没在吐穗的麦田里了；幸存

下来的城墙则是其西城和南城（部

分），或许没有护城河的屏障，建得

相对宽厚和坚固才保留了下来。

前不久，在这段城墙附近的田地

里，还有人发现了箭矢等兵器，从

中可依稀感受到当年城下厮杀的

悲壮。目前，文物部门申请到了

400万元的资金正在修补城墙。

为什么说叶邑故城藏着两千

多年的历史，除了这些古街古城墙

外，更是因为故城周围大大小小的

墓葬及墓葬里埋藏着的众多文物

珍宝。

故城周围，在如今的叶邑镇、

龙泉乡、夏李乡、保安镇行政区内，

分布着大小墓葬数百座，从目前探

明的来看，约可划分为 12 个组群。

距城址较近的常庄村 M1、M2、M3

为战国时期楚国墓葬。

前不久，央视摄制组来到叶县

拍摄纪录片《许公宁编钟》。该编

钟铸造的年代早于湖北随州出土

的编钟上百年，如今珍藏在叶县博

物馆里，成为镇馆之宝。编钟出土

于常庄村的 M4 墓葬，已认定为春

秋时期许国国君许公宁（许灵公）

之墓，除编钟外，还出土了青铜三

戈戟、钺戟等，均为我国目前发现

的文物精品，是东周时期许国文化

的典型代表，更证明了此处为南北

文化交汇之地。

在龙泉乡寨底村南部，有一座

长长的坝堤，堤旁边竖着一块碑：

叶陂遗址。历史上叶公组织群众

修东、西（叶陂）二陂，蓄水浇田，使

当地数十万亩农田得到灌溉。当

天，坝内还有清清的水，几只白鹭

在盘旋，坝堤上建有提灌站，至今

仍滋润着两边的麦田。麦田上方，

一架无人机在喷洒农药，形成一幅

古老与现代交融的农业画面。

位于叶邑镇旧县村西北约 1.5

公里处，是叶公沈诸梁的墓丘。如

今已发展成为占地面积约 2 万平

方米的古建筑群落，被打造成为一

座 AAA 级景区，让后人永远敬仰

这位在历史上作出贡献

的人物。

叶公与叶邑故城密

不可分，更是千年古县

叶县的一张名片。西城

墙附近立着一块问政门

的石碑，讲述着叶公问

政孔子时孔子留下来的

“近悦远来”建议。如

今，“近悦远来”被传承

下来，成为叶县对外宣

传、开放招商的金字招

牌。

（杨沛洁）

叶邑故城（下）

叶陂坝体一角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5 月 4 日上

午 8点，叶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农机安

全监理站站长王中营就来到世嘉农机

院内，开始为全县 1998台麦收农机提供

检审服务，发放跨区作业证。

叶县是农业大县，小麦面积90多万

亩（1亩≈666.67平方米）。随着农机补贴

政策的落实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

高，全县麦收农机数量稳中有升，每年有

近500台农机实施跨区作业。

当天上午 8点多，洪庄杨镇河北高

村农机手高明开着收割机来到世嘉农

机院内，将行车证递到王中营手中，农

机监理员对农机开始了“体检”。十几

分钟后，农机各项指标显示正常，高明

拿到检审合格证的同时，还领到了跨区

作业证。“免费为俺检审，真好，俺 5 月

20日就要开始外出作业了。”高明说。

据王中营介绍，自当日开始，他们

将集中为全县农机提供优质的检审服

务，服务时间持续到 5月 20日前后。

来检审之前，农机手们还接到了叶

县邮政公司工作人员的电话。今年，叶

县邮政公司要为全县农机手送上总额

为 160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中石化公司也为全县农机手送上

了加油优惠大礼包，每升柴油最高可优

惠 3毛钱。

免费检审 赠送保险 加油优惠

叶县为 1998 台麦收农机提供“套餐”礼包

①行汉代礼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②回眸一瞥 李亚奇 摄

③场景表演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④展示汉服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⑤诵读《论语》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⑥婚礼巡游 李小伟 摄

穿汉服、游古街、逛景区……4

月 29日，“五一”假期第一天，叶县首

届汉服节在叶园开幕。汉礼展演、

汉服走秀、打卡巡游等活动精彩登

场，游客穿梭于“历史”和“现代”之

间，在风雅古韵中感知“近者悦、远

者来”的澎湃脉动。

活动现场，汉服爱好者身着汉

服衣袂飘飘，衣香鬓影、钗环叮当，

恍惚之间，仿若穿越于千年街巷。

“之前在网上看到叶县汉服节的消

息，就跟朋友一起来参加了，很震

撼。”资深汉服爱好者杜圆圆说。

叶县属于千年古县，春秋时期

楚 国 重 臣 叶 公 的 封 地 ，叶 氏 祖 庭

地。孔子周游列国来到叶县，向问

政的叶公留下了“近悦远来”的建

议；今年是昆阳之战 2000 年，昆阳

之战古战场就在叶县城区周围，此

战奠定了 200 多年的东汉王朝；李

白、苏轼、黄庭坚等名人也都在叶县

留下了众多传说……

近年来，叶县在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和工业强县

方面取得非凡成绩的同时，不断擦

拭厚重的文化名片，助推叶县实现

高质量发展。该县深入挖掘“衙署

文化、叶公文化、岩盐文化、汉文化、

长城文化”等历史文化内涵，在塑造

城市文化符号的同时，依托县衙、文

庙、余庄遗址、段庄革命老区、楚长

城等历史文化遗址，打造了一大批

精品研学旅游基地，农文旅产业正

逐步成为叶县发展新的增长极、人

民幸福新的支撑点。

文化也是资源。让文化活起

来，让资源变成产业。叶县以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手，推动

“农业+旅游+文化”全面融合与升

级，在健全基础设施、优化配套服

务、推进产业互补等方面狠下功夫，

不断擦亮农特为媒、山水为骨、文化

为脉、历史为魂的乡村农文旅品牌。

此次汉服节由县委、县政府主

办，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承办，旨在持续丰富优化文旅业

态，让叶县成为“近者悦、远者

来”的沉浸式

文旅目的地，使八方游客更好地了

解古城叶县，感受不同时期的汉服

文化魅力，推动全县文旅事业再上

新台阶。

活动在“千年古韵 礼衣华夏”

文艺演出中拉开序幕。当天，叶园、

明清古街上，“君子六艺”主题互动

体验区、“琴棋书画”文化区、汉服租

赁及妆造区、非遗展台、国风书画长

廊等众多文化专区让游客沉浸式体

验古人的生活乐趣，全方位展示叶

县深厚的文化底蕴。

“汉服巡游，惊艳全城。我们整

合全县文化旅游特色活动和优质资

源，紧紧抓住‘五一’假期这个关键

节点，努力为丰富假日旅游供给、激

活假日市场消费提供有力支撑。”县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娄毅说。

此外，县文旅部门

还 在 县 衙 、文

庙 、孔 子

庄园、豫晨庄园、鸿园牧歌、燕山湖

旅游度假区等旅游景区安排了快闪

走秀，并邀请 10 多名网红达人身着

汉服，多点宣传，共同分享饕餮文旅

盛宴。

“叶县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

续用好汉服引流元素，推出更多汉

服体验新方式，拉长产业链条，持续

擦亮‘叶县文旅’这张名片。”县委书

记徐延杰说。

事实也正如此，汉服节带火了

叶县“五一”旅游市场。据不完全统

计 ，“ 五 一 ”假 期 叶 县 共 接 待 游 客

58.1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44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376.2%和 525.1%。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姬

冠鹏）

——叶县首届汉服节巡礼

一袭汉服 梦回千年

①①

②②

④④

⑤⑤ ⑥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