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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6 日上午，在满是古书的家

里，71岁的李元芝伏在案头，边翻资料

边认真地在电脑上写着什么。书桌上

面放着一本旧书。“这是清光绪年间的

叶县县志，当中有出入的地方，我就用

自己的研究考证来写批注，以便后代

人更清楚叶县的历史。”他说。

这本批注已经写了 6 年。“争取

再用一年完成。”满头白发的李元芝

说道。就是这位老人，前不久被授予

叶县 2023 年十大感动人物，充分肯

定他对千年古县叶县文化所作的贡

献。

尽力修复明代县衙

今 年 初 ，叶 县 明 代 县 衙 荣 升

AAAA 级景区，实现了叶县 AAAA 级

景区零的突破。

“没有李元芝，就没有叶县明代县

衙。”记者不由得想起刚来叶县驻站时

听到的这句对李元芝的评价。

因为明代县衙是经李元芝的努力

抢修出来的。李元芝是邓李乡人，高

中毕业后参军，在部队就爱好文化研

究，时不时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当

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平遥古城每年能获

得 4 亿元的旅游收入时，心里不由一

动，想到了家乡的老县衙。

1996 年，李元芝当上了叶县文化

局局长，次年，就提出规划要修复明代

县衙。当年，明代县衙里，成了办公及

居住的混合场所：文化局占一半，教育

局占一半，剧团占一角，其余就是搭着

各种违建的居民住所……

1997 年，县住建部门在明代县衙

所在地规划了 3 幢楼，这意味着要彻

底让古县衙消失。熟悉叶县历史的李

元芝翻阅资料后，迅速拿出了修复县

衙的规划方案，并在县政府常务会上

获得通过。

修复的前提是清空县衙里的“居

民”，搬走办公场所，拆除违建。但是

拆迁违建需要有赔偿金，叶县当时属

贫困县，实在没有能力拿出这笔不菲

的费用。

李元芝拿着规划的修复方案，说

动了上级部门，先期争取到了 40万元

的启动资金。为支持他的工作，县政

府拨出 10万元让他买车。“我拿了 1万

元买了辆二手面包车，其余资金全部

放到修复资金里了。”他说。

于是，通过以奖代补，居民搬走

了，县衙大堂、二堂修建起来了。

这一速度，惊动了省文物部门，也

下拨了 20万元的资金。

在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下，明代

县衙的三堂也修复起来了，并修复了

配套的厢房……

明代县衙门前要悬挂牌匾。叶县

是叶姓的祖庭地，李元芝经过努力，请

来叶氏名人的墨宝，使得重见天日的

叶县明代县衙融入了人文元素。

2002年，明代县衙向世人亮相。

随着明代县衙的开放，明清街伴

随其左右出现，世叶会陆续开办，叶

公陵园成为又一个 AAA 级景区，以

明代县衙为中心的昆阳古城大门正

在建设……

助推楚长城亮相中原

目前，楚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前

期建设资金已经到位，楚长城数字馆

已经建起，两年前，楚长城小镇已经开

业……

这全得益于楚长城的考古发现和

认证。2005年 5月 28日，从叶县文化

局局长退居二线的李元芝邀请并陪同

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龙正来到常村

镇境内的歪头山。“这揭开了官方认定

楚长城的序幕。”李元芝激动地回忆

道。

此前，董中峰、张建国、董建立、李

元芝等人就发起了民间考证活动，陆

续在叶县南部山区出现多处土龙遗址

并发现陶器、箭头等，根据历史资料，

坊间推断可能是楚长城。

2007年，李元芝陪着王龙正再次

到南部山区考证，经考察断定这些土

龙为人工堆制而成，令人惊喜的是，在

土龙挖掘考证中发现了绳纹陶器片，

据此断定为不晚于战国的楚长城。结

合歪头山上发现的并排 4个沉水池及

箭头等兵器，推断为当年士兵把守驻

地；结合土龙及周围发现的矢、戈、钗

（修长城的工具）等，使得楚长城的结

论更加权威。

其间，新华社记者成大林也被吸

引到了叶县，他对长城文化有相当的

研究。随着在叶的调查，加之李元芝

等人上报的资料，他也给出了同样的

结论。

2010 年，省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叶县南部山区的土龙为楚长

城；随后，国家文物局将楚长城定为

“国保”。

楚长城绵延上百公里，经方城、叶

县、鲁山等地。

此后，李元芝等还徒步多次考察，

并翻阅资料论证，确定了闯王寨就是方

城关。

于是，政府围绕闯王寨打造了楚长

城文化公园。

如今，闯王寨建成了步行道，迎来了

越来越多的游人。叶县一号公路从此蜿

蜒而过，几乎与楚长城平行，为提升知名

度，叶县将此条山区公路称作楚长城观

光公路。

楚长城因早于秦长城数百年，被荣

称“长城之父”。

激荡起李白文化研讨的
巨浪

李白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

一，被称作诗仙，一是他留下的诗歌多且

浪漫不羁，二是他的足迹遍布祖国各

地。由于对后世影响大，当今还成立了

李白文化研究会，定期开会交流研究成

果。

去年年底，李元芝应邀参加了在岳

阳召开的李白文化研讨会，并在会上作

了书面发言。“李老师提出的李白著名的

《将进酒》作于叶县，被越来越多的研究

会会员认可。”陪同参会的叶县县委宣传

部副部长范长坡说。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不复回……”《将进酒》开篇提到的黄河，

咋也与叶县沾不了边呀。2015 年，李元

芝认定该诗不但作于叶县，而且明确指

出作于叶县石门山。此言一出，便激荡

起李白文化研讨的巨浪。

该诗是李白与元丹丘、岑勋 3 人在

一起时写的，元丹丘在石门隐居，岑勋为

南阳人，李元芝根据大量文献，并沿着元

丹丘隐居路线考察一一论证。

由于证据充分有力，本报及河南日

报均以大篇幅对这一发现进行了报道。

除此之外，李元芝还引用古时音韵

学的观点，认定“将”应读（qiang）音，在

当天的研讨会上也获得了认可。

据悉，李白留下来的诗集有 130 多

本，李元芝就读了 100 多本。采访中，这

位 70 多岁的老人还大段背诵李白的诗

及文献考证依据。

由于李元芝掌握叶县历史文献扎

实，余庄文化遗址挖掘时，李元芝还被聘

为专业顾问，对考古挖掘及下一步保护

利用提出了许多科学建议。

叶县有千年古县的美誉，叶公、孔子

问政、昆阳之战等成为叶县历史文化的

烫金名片。对于历史故事，多重历史文

献中记载不乏矛盾之处，更有缺失的遗

憾。李元芝说，他要利用有生之年，尽力

拨开历史迷雾还原真相，不断丰富千年

古县的内涵，激励后人热爱故乡建设故

乡。

（本报记者 杨沛洁）

——记叶县2023年十大感动人物李元芝

拨开历史迷雾 丰富古县内涵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王洋）“老乡，今天来买啥种子

了？价格是多少？”3 月 11 日，叶

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农业农村局纪

检监察组副组长孙森在城区一家

农资商店询问农户农资产品购买

情况，检查农资销售及监管情况。

目前，正值春耕春种时节，农

资生产销售旺季，为有效净化农

资市场环境，规范农资市场秩序，

叶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

督”职责定位，紧盯物资供应、农

资质检等关键环节，下沉一线监

督，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守好责任

田，确保春耕农业生产各项工作

顺利推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 请 出 示 一 下 农 资 售 卖 资

质，农药、化肥和农膜供应是否有

保障？”该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农业

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充分发挥驻在

优势，与该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组成联合督查组，实地查看

农资经营门店所售种子、农药、化

肥等农资产品的存放、质量、标签

登记、销售及备案情况，重点检查

是否存在假冒伪劣、套牌销售、夸大

宣传等内容。对检查中发现的农药

摆放不规范、经营档案不完善、销售

去向不明确、质检报告不齐全等问

题责令整改。

“我们结合今年 3·15 消费者权

益日，聚焦生产源头、流通渠道、质

量监管等重点环节，对辖区内农资

销售网点开展拉网式检查，多管齐

下把控农资质量，有效推动落实农

资打假监管责任，全面保障农资市

场秩序。”该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二中队长王振浩介绍道。

在有力有效的监督推动下，今

年以来该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共出动执法人员 230 余人次，检查

种子经营门店 140余家，开展样品抽

检 30次，发放宣传材料 300余份。

“春耕春种关系粮食安全，下一

步，我们将持续加大监督下沉力量，

压紧压实农业部门主体责任和监管

责任，加大对农资产品检查、惠农政

策落实、涉农资金发放等监督检查

力度，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落实农资打假监管责任

叶县纪委监委
为春耕春种保驾护航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连日

来，一条由平顶山出租车司机发

的“带乘客来夏李派出所办身份

证，下班时间还有人值班，办事效

果真不错”的抖音被广泛点赞。

原来，夏李乡董湖村赵女士

的孩子在市区上小学六年级，因

后期考试需要使用身份证，而孩

子课程又非常紧张，就于 3 月 11

日上午 9时许给夏李派出所户籍

室打电话咨询：能否在孩子中午

放学后，赶回派出所为其办理身

份证？户籍室工作人员毫不犹豫

地回复：可以，您带着孩子过来

吧，我在这儿等您。

3月 11日中午 12点半，赵女士带

着孩子乘出租车从市区赶到夏李派

出所户籍室，户籍室工作人员在做

好登记的同时认真帮助孩子采集人

像照片和指纹。赵女士对热情周到

的服务赞不绝口，陪同的出租车司

机也忍不住发抖音为夏李派出所户

籍室延时服务点赞。

群众来了延时办，群众有求预

约办，群众不便上门办。叶县公安

局户政部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水平，优化

便民举措，用真心真情传递“民生温

度”。

用真心真情传递“民生温度”

夏李派出所户籍民警延时服务获赞

3 月 12 日，叶县干部职工在

夏李乡油坊头村的荒山上植树。

当天是植树节，该县组织广

大干部职工开展集中植树活动，以

推动植绿爱绿美化环境工作。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绿化荒山

3 月 11 日，在位于叶县龙泉镇大

湾张村的河南省豫瑞香粮油食品有限

公司内，56岁的本村村民谢新建正将

一箱箱产品往一辆客货车上装。“这些

要送往平顶山市区的金篮子超市。”该

公司总经理张跃杰说。

该公司是一家生产花生、芝麻和

菜籽油的企业。沿着该公司生产车间

的参观通道察看，车间内全是新的生

产线，自动化上料、吹尘、榨油及分装、

包装……

该公司于去年下半年投建，项目

投资额 600多万元，采取民营企业+村

集体的方式投资，村集体入股一半资

金，由张跃杰全权经营。加上启动时

购买榨油用的花生米、菜籽和芝麻，目

前已经投资近 900万元。

张跃杰是大湾张村在外创业的成

功人士。为带动乡亲们增收，他2016年

返乡创业，先后流转 800 多亩（1 亩≈
666.67平方米）土地，从事广东菜心种

植，带动上百名村民就业。他不断调整

种植结构，在蔬菜淡季调茬种植谷子、

豌豆和花生等，再将谷子加工成小米对

外出售，收益颇丰。

去年，在叶县鼓励发展村集体经

济政策支持下，他结合叶县大面积种

植花生、油菜和芝麻这一现实，又成立

了河南省豫瑞香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上马了油品加工生产线，带动农产品

深加工。

榨油项目在春节前投产后，张跃

杰抓住春节消费旺季，生产油料300多

万吨，春节期间就销售出200多万吨。

在该公司门前，还立着河南城建

学院博士后工作站的牌子。“就是要把

叶县的好产品做成品牌。”张跃杰说。

原来，叶县打造出了 68万亩的绿色种

植基地，其中 18万亩已经发展成为绿

色花生种植基地。该公司与河南城建

学院的河南健康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合作，打造产学研基地。

据悉，该公司在上马生产线的过

程中，经河南健康食品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指导，增添了油品过滤、精炼等生

产线，加入食品级添加剂除酸、除碱，尤

其除去致癌的黄曲霉素，实现了生产过

程绿色化。

在张跃杰的办公桌上，记者看到一

份战略合作协议，内容是一家药业科技

有限公司全部收购其芝麻油。

河南省健康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在市区的一块种植基地里，近期将种

植花生。这是为河南省豫瑞香粮油食

品有限公司研制的花生原种，原种收获

后将通过该公司在叶县推广种植，再以

高于市场价收购。“这既能增加农户收

入，又能确保原料品质，让豫瑞香品牌

香飘更远。”张跃杰说。

在该公司院内，还有一座即将建成

的展厅。张跃杰介绍，该展厅除了展销

豫瑞香产品外，还将展销全县的特色产

品。他们要借助豫瑞香打造的线上线

下销售渠道，为全县农产品销售助力。

（本报记者 杨沛洁）

豫瑞香，香飘千万家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3 月 12 日

上午，在位于叶县龚店镇的河南虹皓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皓农

业）院内北侧，施工机械正在施工。“我

们的二期项目今天开始建设了。”公司

董事长赵国瑞高兴地说。

虹皓农业是一家集研发、种植、

生产、加工和销售于一体，具有新质

生产力特征的现代化农业公司。他

们利用富硒麦作培养基，在仿生态环

境里生产富硒羊肚菌丝，待菌丝成熟

后将其烘干制作成富硒羊肚菌丝粉。

2023 年 5 月，该公司投产了年产

6 吨富硒羊肚菌丝粉生产线，带动本

村 30多人就业。产品上市后，尽管每

公斤销售价格在 1200元以上，但很是

畅销，尤其是去年四季度以来，产销两

旺，每月销售额突破 90 万元，最高达

到 120万元。

羊肚菌属菌中珍品，硒是人体不

可缺少的微量元素。虹皓农业将两者

有机融合后，使得富硒羊肚菌丝粉的

硒含量达到每公斤 1200毫克，且富含

18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真菌多糖等

营养成分，是典型的绿色富硒功能农

产品，已被河南省富硒农产品协会认

证为“豫硒优品”。

目前，该公司已被河南省富硒协

会吸纳为理事单位，还与哈工大郑州

研究院和河南省健康食品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建立了技术合作关系。在去年

年末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豫农

优品——天下行”上海展会上，富硒羊

肚菌丝粉产品被推介为豫硒优品顶级

产品，受到众多与会领导和消费者的

青睐与好评。

“由于产量小，我们现在不敢接大

订单。”赵国瑞介绍道。据悉，二期项目

投产后，年产能提至 60 吨。“足足扩大

了 10倍，就业人数也会大大增加。”赵国

瑞说。

在该公司周围的田地里，植保机正

在为小麦喷洒硒面肥。近水楼台，附近

村庄的麦田率先成为该公司的富硒麦

供应基地，农户正按照公司要求为小麦

补硒。赵国瑞介绍，这些麦子成熟后将

按每公斤高于市场价一元钱收购，每亩

可让种植户增收 500多元。

借助于众多的本地小麦深加工企

业，叶县年初制定了打造富硒小麦生产

第一县的发展目标。今年该县财政投

资 800万元，打造 10万亩的富硒小麦以

助农增收。

产能提高 助农增收

虹皓农业二期项目开工建设

3 月 15 日，农技专家在介绍麦苗长

势。

叶县夏李乡下马村为量子赋能种

子试验基地，当天，参加全国首届量子

科技应用高峰论坛的农技专家和种植

大户，在这里现场观摩量子赋能后麦苗

长势。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苗情观摩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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