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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昨天上午，记者从
郏县文化广电旅游局获悉，经各
单位自愿申报、市级旅游主管部
门推荐、省研学旅游工作组检查
认定，首批河南省研学旅游示范

基地候选名单确定，郏县三苏园
景区入围，是我市唯一入选景
区。

据悉，除了三苏园，我省
首批 55 个省级研学旅游示范
基地还有嵩山少林风景区、开
封清明上河园等。据介绍，研

学旅游是一种寓教于游的教
学新业态，有助于青少年增长
知识、开拓眼界，增进友好往
来。

三苏园景区位于郏县茨芭
镇“小峨眉”山下，安葬着宋代大
文学家苏轼、苏辙两兄弟的

遗 骨 和 其 父 苏 洵 的 衣 冠 。
1963 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定
为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06 年晋升为全国重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2012 年 11 月
被确定为国家 AAAA 级旅游
景区。

三苏园入选首批省研学旅游示范基地
是我市唯一入选景区

□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 8月 29日，汝州市总
工会举办2018年“金秋助学金”发
放仪式，49名贫困大学新生每人
领到了3000元助学金。

据汝州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
介绍，13年来，汝州市工会系统共
筹措资金610万元，资助2875名寒
门学子圆了大学梦。

汝州市49名
贫困大学新生
喜领助学金

□记者 杨元琪 通讯员 何洋

本报讯“这135万可是兄弟
们的血汗钱，我代表 81名工友
向你们表示感谢！”昨天，市区东
环路某工地农民工代表胡先生

将感谢信交给卫东区劳动保障
监察大队队长吴建恩，他们刚拿
到了工程承包方拖欠的 135 万
余元工资。

据吴建恩介绍，6月25日，
信阳籍民工胡先生、贺先生等7

人投诉辖区东环路某工地拖欠
工资，他们迅速成立专案组。经
调查，该项目共拖欠农民工工资
135万余元，涉及农民工 81人。
卫东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于 6
月 29日正式立案，依法对该项

目的施工单位下达行政文书。
经反复劝导，施工方于8月

17日将所欠资金筹措到位，并于
当天现场发放给农民工。为严
防冒领、错漏，区劳动保障监察
大队两名工作人员全程监督。

卫东区为81名农民工讨回135万元工钱

□记者 赵志国

本报讯 叶县公安局辛店派出
所近日成功破获一起专门盗窃刚
在银行办完业务的中老年人等弱
势群体的系列盗窃案。8月28日，
犯罪嫌疑人杨某忠被叶县警方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办案民警介绍，6月15日上
午 10时许，一名残疾中年男子来
到辛店派出所值班室，情绪激动，
言语哽咽，原来他刚在辛店镇农商
银行为母亲取的1900元低保金被
盗了。紧接着一位60多岁的老汉
也来到值班室，说他上午在辛店镇
农商银行取的1000元现金被盗走
了。

通过分析现场监控视频，民警
发现嫌疑人为两名骑一辆黑色
125 型摩托车的男子。为尽快破
案，民警紧盯监控画面，不放过任
何细节，最终发现舞钢市垭口人杨
某忠有重大作案嫌疑。辛店派出
所立即会同叶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对杨某忠进行抓捕。可杨某忠曾
受过多次打击处理，有很强的反侦
查能力，作案后已消失得无影无
踪。

7 月 15 日、8 月 15 日，辛店镇
农商银行门口再次发生两起盗窃
案件。经现场监控视频甄别，可以
确定其中一名嫌疑人为杨某忠。
民警再次展开侦查，最终确认杨某
忠就藏匿在舞钢市。8月23日，叶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合成中队中队
长王铮带领抓捕民警赶赴舞钢蹲
点守候，在垭口街道将狡猾的嫌疑
人杨某忠成功抓获。经讯问，犯罪
嫌疑人杨某忠对其伙同他人，尾随
银行办理业务的中老年人并伺机
作案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专门盗窃弱势群体

一窃贼被抓获

8月29日上午，在湛河区河滨
街道褚庄村，医务人员给老人测量
血糖。当日，湛河区妇联邀请医务
人员来到褚庄村为村民义诊，使村
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基本医疗
和公共卫生服务。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送医下乡暖民心

□记者 孙书贤 文/图

本报讯 完好无损的天井
院，5间地洞宅隐藏其中，距今
至少有 150 多年的历史……昨
天上午，记者赶赴郏县茨芭镇前
庄村，探访了这个保存完好的天
井院。

昨天，记者一行沿着前庄
村的街道向西北方向步行，随
后踏上一条用红石铺成的台阶
缓坡进入天井院区域，只见院
落两边墙壁都是用红石、白石
和青石混合砌建而成。在一座
一人高的小门楼前，推开双扇
木门进入天井院，只见院内打
扫得干干净净，放置着两个制
作精美的红石磨盘。记者站在
天井院向上看，外面路面和天
井院内地平相差约5米。

院落左边一间西厢房是住
室，西厢房北侧紧邻5个并排地
洞宅。其中左边第一间地洞宅
是喂牛的地方，中间 3 间是住
室，右边那间是厨房，还残留着
地锅台、土煤火的痕迹。

记者进入地洞宅查看，发现
洞内两两相连，里面整齐地摆放
着粮食缸、老木桌、椅子、陶罐、
瓦坛等生活用品。记者在居中
的地洞宅里，经测量发现，洞宅
深 5 米、宽 3.5 米，里面还有套
间，摆放着床铺等物品。洞里有
小拐洞通往另外一个地洞宅。

今年53岁的地洞宅主人张
万景说，从他记事起，这座天井
院已经居住了4代人。院内有
完整的排水系统渗水井，雨天可
以排水，秋后没雨水了还可以在
井下储存红薯。张万景和父母
一直都居住在地洞宅里，直到
2010年母亲去世才搬出。“到了
每年盛夏，我们还在地洞宅里避
暑纳凉。”张万景说。

据今年88岁的村民张长法
介绍，他小时候经常在张万景家
的地洞宅里玩耍。天井院的墙
壁原来是土墙壁，50年前经过
修缮砌成了石头墙壁，对天井院

的墙壁加以保护。
郏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魏如

江告诉记者，从张万景家的天井

院建在村里的老寨墙前方情况
看，应该是张家建院在先。据史
料记载，前庄村的寨墙始建于清

朝同治三年。据此推断，张家修
建的天井院距今至少有 150 多
年历史。

郏县有个保存完好的天井院
内有5间地洞宅，距今至少有150多年历史

地洞宅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