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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

开之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鹰城的关键之

年，也是《平顶山日报》复刊

40周年。40年里，《平顶山

日报》用笔与墨、铅与火、报

与网记录并见证了平顶山

发展的日新月异和华美嬗

变。可以说，《平顶山日报》

的历史就是平顶山历史的

投影。记录时代，我们的声

音也汇入时代；见证历史，

我们的身影也融入历史。

为迎接《平顶山日报》复刊

40周年，平顶山日报社拟

建设报史馆，特面向社会各

界和老报人广泛征集报史

资料。

一、征集时间

即日起开始，至2022年7月31

日结束。

二、征集内容

1. 文献类：早期报社内部的各

类文件，上级对报社或报纸工作的批

文、指示，报社与社会各界交往的信

件等，早期的新闻稿草稿，铅字小样、

清样、照排大样等，早期报社内部出

版或印刷的书籍、刊物、手册、文字资

料等。《平顶山日报》复刊号、《平顶山

晚报》创刊号，报道国家和我市重大

事件的号外、特刊，能够展现《平顶山

日报》由四开小报到对开大报、由4版

到8版、由黑白印刷到彩色印刷等视

觉变化和体现不同时期办报理念进

行重大改版的报纸等。

2. 实物类：老报人的采访笔记

本，各种记者证、工作证、采访介绍

信等，报社老稿纸、信封，各种老式

徽章、纪念章、奖章等，采编人员办

公用具、各种老式照相机等采访工

具，铅字印刷时代的铅字、字模、字

架、纸型、铅版等，报社获得的各类

高等级奖励的证书、奖状、奖杯、锦

旗、牌匾等，社会各界名流、新闻界

老前辈为报社或个人的题词、题画

原件或影印件。

3. 影音类：各级领导到平顶山

日报社调研指导工作，记者采访国

家相关部委领导、各界名人，深入艰

苦环境特别是抢险救灾现场一线的

图片、音频、视频资料。各个时期特

别是早期报社工作人员的工作照

片、人员合影等。

4. 其他能够记录平顶山日报社

历史的实物、图片、音频、视频等。

三、征集奖励

1. 凡捐赠史料者，均颁发捐赠

纪念证书。

2. 捐赠珍贵史料者，可在史料

展台标牌标出捐赠者姓名。

3. 凡捐赠贵重实物者，将酌情

给予捐赠者一定的奖励。

四、其他事项

提供史料时，请同步提供文字说

明，并尽可能准确、详细，包括时间、

地点、事由等。平顶山日报社将对征

集到的物品登记造册，并开具接收

单。

对于提供的报史资料，本人欲保

存原件的，可捐赠复制（印）件，也可

由平顶山日报社复制（印）。平顶山

日报社向提供人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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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满是
谷雨的信息，方
知是谷雨节气来
了。

谷雨三候，
一候萍始生，二
候鸣鸠拂其羽，
三候戴胜降于
桑。

谷雨时节
一场雨，犹如

秀才中了举，自是万分珍贵。
谷雨的雨清澈丰沛，想那水

里的浮萍青翠嫩绿，浮出水面，勤
劳的布谷鸟声声婉转，催促农事，
美丽的戴胜在桑树间飞来飞去，
忙忙碌碌。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小麦喝
足了水，蓄力扬花灌浆，这是万物
生长的好时节。

四千多年前，那个长着四只
眼睛的仓颉窥破天机，造字成
功，鬼害怕被文书揭发，夜夜哭
泣。上天惊骇，害怕人们舍本逐
末，弃耕作而务锤刀，奸伪丛生
而粮米断绝，随即下起了满天五

谷雨……
“谷雨三朝看牡丹”。雨水像

多情人思念的泪，总流不尽，让人
想起那个凄婉的爱情故事。

唐高宗年间，有位叫谷雨的
年轻人，家住平顶山白龟湖畔，水
性很好。有一年他的家乡发大
水，他救出了村民，又冒着生命危
险从水中捞出一株牡丹花，并拜
托一位花匠好好地栽养。

几年后，谷雨的母亲得了重
病，谷雨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做
活儿，很是辛苦。有位美丽的女
子出现在他的家里，每天都来照
看他的母亲。谷雨与女子日久生
情，就在谷雨想对她表白的时候，
却得知这位美丽的姑娘正是几年
前他救起的那株牡丹。牡丹花仙
与他约定：“待到明年四月八，奴
到谷门去安家。”

后来，牡丹花仙的仇人秃鹰
得了重病，逼迫牡丹姐妹为其酿
造花蕊丹酒医病。牡丹姐妹不愿
取自己身上的血酿丹酒供恶贼饮
用，于是被秃鹰抓走关押。谷雨
历尽艰险，在自己生日那天，终于
闯入魔洞战胜秃鹰，救出了花
仙。当大家准备回家时，尚未咽
气的秃鹰一支暗箭刺中了谷雨。
牡丹花仙恼怒万分，拿起谷雨的
板斧，将垂死挣扎的秃鹰砍成了
肉泥。回转身来，抱起谷雨的尸

体，泣不成声。
谷雨以自己的生命救了这些

花朵。从此，每年谷雨死的那一
天，天空就会下起雨，所有牡丹花
都会开放。

关于谷雨，还有一说。仓颉
造字成功，上天感念其功，赐以金
人。仓颉大喜，如此尤物，理应天
下人共享，随即把金人献给黄
帝。熟料金人夜里又返回仓颉家
中，说：“我是上天赏赐给你的礼
物，你不要，你想要啥？”时逢久
旱，庄稼颗粒无收，仓颉说：“我想
要庄稼丰收，让百姓不再忍饥挨
饿，顿顿有饭吃。”

翌日，天气晴朗。仓颉刚一
出去，发现到处下着金黄的“谷粒
雨”。麦子下得比雨还急，整整下
了半个小时才停。仓颉既惊讶又
激动，只见那谷粒铺满了全村，乡
亲们高兴极了，纷纷将谷粒收回
家。

这满天的雨啊，泼泼洒洒，倒
像落在心里，隔绝了尘世，潮湿了
心事。一个人在家，天马行空地
畅想，原来这谷雨的雨是上天的
好生之德，是仓颉的怜念苍生之
心，是谷雨牡丹诉不尽的衷情、流
不尽的相思泪，顿觉自己就是那
茫茫水中的雨一滴，谷雨牡丹流
出来的泪一颗，清澈湖水里的一
叶浮萍……

谷雨的雨
◎汪玉泓（河南鲁山）

我喝过鲁山的胡辣汤，也吃过宝丰龙
王沟的红薯面捞面条，但唯独弟弟做的手
工捞面条让我回味无穷。

昨天，我和弟弟等一行四人在示范区
游玩，拍鲜花，游大湖，打开抖音唱唱戏，登
上快手练练歌。踏青之后饥肠辘辘，弟弟
邀我们去他的小院吃手工捞面条。

驱车三十分钟来到平顶山南边一个小
村庄，进入弟弟家的小院。院内盆景绿植环
绕，粉红的杜鹃花开放，金黄的小奶橘挂满
枝头，摘一个入口，甜甜的。我们分工制作
菜卤，弟弟则和面、揉面、擀面条。不一会
儿，鲜红的番茄鸡蛋炒出来了，晶莹的茄汁
卤做好了，黄瓜切丝儿，荆芥洗净，蒜汁十香
也捣碎了。芝麻盐炒锅文火焙好，在案板上
擀碎了，顺手抓一把尝尝，真香。

很快，面条擀好了，下入锅中煮熟，之
后在凉水里拔了拔。每碗面条的调味由自
己来掌握，番茄鲜红，芝麻金黄，蒜汁洁白，
十香碧绿，搅拌均匀入口那一刻，仿佛吞下
了万里江山的姹紫嫣红，品味了春暖花开
的沁人心脾。

吃面时，弟弟说这种面粉是他的朋友
从内蒙古采购的，小麦生长周期长，一季生
长八个月。十香的鲜美、蒜汁儿的辛辣、芝
麻的清香交相辉映，那筋道的面条仿佛把
春天最美的风光尽情恣意了。

捞面条把春色、春光、春情融入其中，
撩动着每个中原人的味蕾，健硕着每个人
的身心。我们吃饱喝足，小院中，阳光下小
憩片刻。只感觉，春光无限好，捞面最称
心，清风暖如毯，最美故乡人。

美味捞面条
◎侯旭东（河南平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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