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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您有这样的感受吗？每天只
要出门，行走在路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一定是自己所处的那条街道的名字……
地域名称，似方向标、指南针，与我们的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须臾不可分。

就像呱呱坠地的婴儿诞生，其父母
都要费尽心思地为其取个响亮动听、寓
意丰富的名字，市区规划建设形成的每
一条街，铺设的每一条道，如何取名就显
得尤其神圣和光荣，承担这项光荣而艰
巨任务的就是市民政局地名管理办公
室。

1980年，全国开展第一次地名普查，
平顶山市革委会成立了地名领导小组，
1983年成立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1991
年整体划归市民政局。地名办代表市政
府行使地名管理职能，集行政性、服务
性、社会性于一体，上关社会经济、宏观
发展，下连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地名见
证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记录着城市的
历史和变迁，更承载着无数人的乡情记
忆。

20多年来，在老一辈地名工作者手
把手“传帮带”的悉心培养下，我有幸一
直从事地名工作，目睹了鹰城地名由少
到多，由单一到丰富，由民间俚语到雅俗
共赏，由看数量到重质量的演变，默记着
每一个地名的来龙去脉，熟知每一条拐
弯抹角的大街小巷，亲历了终生难忘的
一件又一件“为地取名大事”。

道路地名标志是城市的名片，直接
反映着城市文明建设的程度。随着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框架逐步拉
大，市区道路不断地延伸和增加。我初

到地名办工作时，由于资金跟不上，早
已命名的道路没有标准地名标志牌，作
为信心满怀积极上进的年轻人，心急如
焚。正在我一筹莫展时，市政府决定拿
出足够的资金，设立标准地名标志。闻
听此讯真像一场及时雨，地名办的全体
同志既振奋又激动，纷纷表示要铆足劲
大干一场。我主动请缨承担起道路重
新摸底排查任务。当时正值盛夏骄阳
似火，这些都没阻挡住我高涨的热情，
我骑着一辆小摩托，穿梭于全市大街小
巷，有顺序地排查，当排查完回到办公
室，同事们看到晒黑的我，开玩笑地对
我说，你刚从非洲旅游回来呀，听到这
话，我只是微微地笑笑，心里明白：哪怕
晒掉一层皮，只要道路地名标志能顺利
通过国家验收，我的辛苦就是值得的。

大概9年前，当时新城区建设初具
规模，而道路广场均无标准地名，为了
给新老城区的71条道路命名，全市开展
了道路名称征集活动，活动引起了强烈
反响，我当时不仅是这次活动的组织
者之一，还是积极的参与者，从地名办
收到的240套应征稿件的字里行间，我
看到了广大市民热爱家乡、奉献才智
的真挚情感。我们征集的同时组成地
名专家组，对征集到的 16000多条路名
进行了认真的筛选，专家组再对每个
名称进行反复论证、推敲、审定，形成
初步方案。那次命名的平安大道、长
安大道等路名，寓意全市人民吉祥平
安，长治久安，幸福安乐，兴旺昌盛。祥
云、瑞光、吉祥、如意等名称贴近百姓感
情，充满和谐气氛，清风、明月、顺德、怀

仁等路名，将新时期的科学发展观，执
政理念，昂扬的时代精神作为命名灵魂
的统帅，充分展示了时代的风貌。

作为一名平凡的地名工作者，我深
深地热爱着我的工作，20多年如一日无
怨无悔。当我一页页统计出市区从
1981年正式命名的21条道路到如今285
条道路时，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亲
切而喜欢；当我走在大街小巷，看到崭
新整洁的道路地名标志，张望着每一块
路标，我知道那上面凝聚着我的青春和
汗水；甚至会随身装着毛巾，不管走到
哪里，只要看到有污垢的牌子就赶快去
擦一擦……

记得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太阳太
阳像一把金梭，月亮月亮像一把银梭，
交给你也交给我，看谁织出最美的生
活，金梭和银梭日夜在穿梭，时光如流
水督促你和我，年轻人别消磨，珍惜今
天好日月…… 我们地名工作者，为给
城市街道留存“记忆”，多像一位拿着金
梭银梭，编织锦绣的织工，在用心、用情、
用双手，编织着现实生活中条条道路的
东西南北、经纬纵横！ （鲁保平）

758.怨气未消

明成祖朱棣对朱元璋的怨气
一直未消，于是把气撒在了朱元
璋的女婿、驸马都尉梅殷身上。
说起来，梅殷是明成祖的妹夫，深
受朱元璋喜爱。朱棣率军南下
时，遭到梅殷部队的顽强抵抗。
朱棣登基后，曾接见梅殷示好说：

“驸马辛苦了！”梅殷冷言道：“劳
而无功耳（没打过你呗）。”公元
1405年十月，朱棣派人设计将梅
殷溺死。

759.浑水摸鱼

公元 1416 年七月，明成祖下
令将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凌迟处
死。纪纲本是朱棣的红人，曾参
与杀害建文帝亲信大臣数十人。
锦衣卫是个秘密警察组织，谁也
不敢惹。纪纲借工作之便，私获
食盐数百万斤，这在当时是笔巨
款。明成祖的皇后病故后，纪纲
热心为皇上选妃，竟然私自将几
位候选女子据为己有。这人胆也
太肥了！

760.定都北京

明成祖朱棣的封地在北京，
虽然做皇帝住在南京，但心系北
京。公元 1417年二月，皇上下令
组织专门班子重修北京城。公元
1419年底，北京城改建基本完成，
皇上下诏改北京为首都（京师），
皇上、皇太子和皇太孙都从南京
搬到北京居住。这一年还有件事
值得留意，朝廷设立东厂特务机
构，由宦官负责，专门刺探宫内外
情报。

761.郑和远洋

看永乐年间这段明史，郑和
先生累得不轻。史书不停地记
载：“郑和出使西洋……郑和使西
洋归……郑和复使西洋……郑和
使西洋归……”坐只木船去远洋，
绝对是桩苦差事。出去一趟，少
则一年，多则数年，郑和虽是宦
官，但身体条件确实不错。

762.皇帝挺忙

明成祖朱棣军人出身，喜欢
打仗，曾五征漠北蒙古，多次镇压
交趾（越南）叛乱，当时逾三十个
国家每年慕名进贡。公元1424年
七月，朱棣在北征归途中病故于
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享
年65岁，在位22年。遗诏传位于
皇长子朱高炽（明仁宗）。

763.短命皇帝

公元1424年七月，46岁的明
仁宗朱高炽在北京即皇帝位，下
诏停止下西洋活动，重申大臣七
十岁必须退休（致仕）。十月，下
诏册立张氏为皇后，皇长子为太
子。公元1425年二月，任命不再
下西洋的郑和为南京警备区司令
员（守备南京）。五月，短命的皇
帝明仁宗病故，享年 47 岁，传位
于皇太子朱瞻基（明宣宗）。

（老白）

在广袤的大自然里，就是有那么一些
动物和植物，不愿被人类轻易地驯化和培
育，它们的桀骜不驯，常令我感动和钦佩。

在故乡的山野里，有一种刺藤状的小
草，叫含羞草，高不及膝。无论有意无意，
当你打它身旁走过，只要被你的裤脚一
扫，或被你带起的风轻轻一吹，它随意张
开的草叶就会迅速地合拢。那情形，恰似
见了生人的村姑，恬静羞涩地躲在一边，
悄悄地不言不语。到了开花时节，它那粉
红色毛茸茸的球状花朵，就会在橄榄枝般
细碎碧绿的枝头绽放得鲜艳夺目，令人耳
目一新。

城里的工作和生活十分枯燥，有一
天，突发奇想的我，便送了朋友一小盆含

羞草，希望能陪伴她度过一些闲暇时光。
没想到，素日生长得十分茂盛的含羞草，到
朋友那里没几天，就落了叶，渐渐枯死了。

那日见面，朋友劈头就问：“你这人也
真够狠心的，含羞草在你那快要被养死
了，才匆忙将它送给我。”

我慌忙说：“哪有的事，是不是你浇多
了水，或者是出差前忘了浇，把它给活活
涝死，或是旱死啦？”

然而，关于含羞草生长的秘密，直到
我回了趟老家，才得以解开。含羞草这东
西，不娇贵，但性喜独处，颇爱干净宽松的
自然环境，甚至有些讨厌人气，在室内很难
养活。倒不是说含羞草具有仙风道骨，不
近人间烟火，只是它太热爱和依恋大自然

了，那些远离尘嚣、贫瘠瘦弱、偏僻幽静的
地方才更适合它生长。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朋友时，朋友好
一阵唏嘘感叹。她说：“有一种小草甘愿孤
独而宁静地活在世上，默默享受着自然所
赋予的平凡而简单的一切，并以生的快乐
来回报世界，拒绝宠爱，拒绝浮躁，宁愿一
死也不愿苟活，这是何等高贵的素养和品
质啊？”

生性高洁的朋友，一口气说完这些的
时候，我的脸，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滚烫起
来。心想，人类可千万不能丧失了独立的
人格和羞耻心，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干
净、健康、快乐和丰富多彩，也才能在岁月
的坎坎坷坷中，坚守住人性的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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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街道留存“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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