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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津县文化和广电旅游局职工张
法祥退休后，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读
书写作上，年逾古稀的他带着问题苦读
史书，精心钻研、挖掘延津地方文化，受
到河南日报顶端新闻、天津师范大学、
新乡学院等单位领导和专家的充分肯
定。

张法祥曾经当过教师，做过宣传报
道工作。退休后，他潜心研究延津县地
方文化，达到痴迷程度。他平时节衣缩
食，购买地方文化书籍、外出考察却很
慷慨。

读《延津县志》，张法祥发现新老县
志都有关羽、曹操等三国名人的记载；
带着这些问题读《三国志》，他发现一部

《三国志》，竟然5次出现“酸枣”、8次点
到“延津”。

一个县的地名在一部著名史书里
出现这么频繁，全国几千个县，唯有延
津。2023 年，张法祥响应省文联开展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主题文艺活动的
号召，先后在河南日报顶端新闻发表

《我看河南历史大事官渡之战》《读<三
国志>谈体会》等系列文章20余篇。他
获悉天津师范大学征集地方文献与地
方文化学术论文，先后投递3稿。因不
会“当页标注”等技术性操作，他就让驻
村工作的儿子星期天回家帮忙教自己。

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11月底，张
法祥应邀赴天津师范大学出席学术研
讨会，其19000字的学术论文《官渡之战
之我见》被收入论文集，他在大会上的
发言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张法祥说，读书不能隔三差五、一
目十行，必须仔细读、认真读。看到书

中记载简略，他必须找其他资料佐证。
他读《史记》，发现有“吕尚困于棘津”6
个字的记载，就到汲津铺村走访老人，
又参阅小说《封神演义》等资料，写出

《姜子牙怀才不遇困棘津》一文发表于
《新乡日报》。2019年，他应邀出席由中
国先秦史学会、黄河文化研究会等单位
主办的“中国·卫辉太公文化”高层论
坛，作《姜子牙与延津》发言，其论文被
收入《太公文化高层论坛论文集》。

张法祥根据《宋史》中岳飞“战胙
城，又战黑龙潭，皆大捷”11 个字的记
载，查阅大量岳飞事迹的书籍，最后在
延津县文化局图书室看到一本《宗泽的
故事》，又走访了胙城乡后董固村的齐
守贵等老人，终于厘清了岳飞战胙城的
来龙去脉，写出了《岳飞在新乡、辉县、
延津、卫辉的活动》一文，发表于《新乡
日报》。他还应邀参加获嘉县岳飞诞辰
周年庆典活动，作了《岳飞在新乡》的大
会发言。

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将领陈玉成

就义在延津。但多年来仅限于这么一
句话，具体情况如何呢？张法祥处处留
心，在旧书摊上发现一本杂志，专讲太
平天国，对陈玉成在延津刑场上的言
行、受的什么刑、最后为什么“一刀直捅
其心”等写得非常细。他用这个资料，
从而丰富了关于陈玉成在延津县就义
的内容。

近年来，张法祥的文章除在省市级
媒体发表外，大量地发表在网络媒体
上。

他退而不休，潜心挖掘地方文化，
也得到当地领导的大力支持。为了弘
扬优秀地方文化，延津县委宣传部让他
在核心价值观大讲堂面向全县讲“三
国”；延津县文明办吸收他为文物和文
化遗产宣讲团成员，在全县进行巡回宣
讲；有关局委、学校等邀请他讲课；新乡
市作家协会、市图书馆为他召开作品研
讨会。去年1月11日，他被评为“优秀
活动组织者”，赴郑州参加顶端文学创
作者大会，接受省文联领导的颁奖。

张法祥在参加地方文化研究活动中发言张法祥在参加地方文化研究活动中发言

张法祥：退而不休 痴迷地方文化研究
□记者 刘志松

本报讯（记者 刘志松）“孩子周末
不再沉迷于手机，还能学到技能，这样
的公益课堂既暖心又专业！”3月18日，
家住紫郡小区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她是
双职工家庭，以前一到周末就发愁，现
在社区帮助解决了后顾之忧。

据了解，为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
助力综合素质提升，红旗区洪门镇诚城
社区联合新乡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共
同打造的2025年春季“爱心辅导班”已
成功开展三周。该项目通过兴趣培养+
课业辅导的创新模式，每周周六、周日
准时开课，吸引了近百名中小学生参与
（如图）。
多元课程构建成长阶梯

本期辅导班开设五大特色板块：在
文学素养提升班中，孩子们通过经典诵
读、创意写作走进文学殿堂；思维训练
课堂采用趣味数学游戏、逻辑谜题激发
思辨能力；“快乐英语角”通过情景对
话、影视配音培养语言兴趣；声乐舞蹈
班由专业志愿者老师指导声乐基础与
形体舞蹈；课后服务时段还提供一对一
作业辅导，切实解决家长辅导难题。

志愿力量汇聚爱心长河
项目汇聚了4个团队、共计50余名

来自新乡学院的青年志愿者，他们根据
学生年龄分层设计教案。“看到孩子们
从害羞不敢开口，到主动用英语表演短
剧，这种成就感无可替代。”英语班志愿
者刘老师感慨。社区还建立了“成长档
案”，动态跟踪每位学员的学习进展。
三方联动共筑成长彩虹

家庭、志愿者与社区在此次活动
中形成教育合力。家长通过微信群实
时查看课堂动态，教师志愿者定期反
馈学习建议，社区则统筹资源搭建实

践平台。
诚城社区党委副书记李凤林表示，

该项目已连续实施了 11 年，不仅填补
了青少年周末素质教育的空白，更通过
免费优质课程传递教育公平理念，让不
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共享成长阳光。

以书香浸润童年，用爱心托举未
来。诚城社区“爱心辅导班”正以教育
温度提升社区幸福刻度——这里不仅
是知识的“加油站”，更是培育自信、激
发潜能的社会实践基地。这场“家门口
的成长守护”将持续为社区青少年照亮
前行之路。

诚城社区诚城社区““爱心辅导班爱心辅导班””
““点亮点亮””青少年多彩周末青少年多彩周末

本报讯（记者 崔敬）3 月 17 日，
封丘县潘店镇聂寨村的建举豆制品坊
内豆香弥漫，工人们正在水雾之中忙
碌着泡豆、打浆、滤浆、蒸煮、入模、挤
压、翻板、切块。不一会儿，一筐筐新
鲜的卤水豆腐“整装待发”。

聂寨村拥有手工制作豆腐的优
势，勤劳朴素的村民和传统的制作工
艺造就了味道独特、品质优良的“聂寨
豆腐”。但由于大多是个体户经营，产
品单一、附加值不高，造成销售不稳
定，收益差距较大。

如何让老手艺焕发新的生命力，
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聂寨村通过民主
商议，提出了“党支部+示范户+农户”
模式制作豆腐的发展思路。2023年，
在聂寨村党支部的帮助下，村民刘建
举建立了封丘县建举豆制品坊。聂寨
村筹资修缮村内排水系统，解决了污
水排放问题。

两年来，刘建举聘请村里的老师
傅为技术顾问，严格把关豆腐质量，主
要加工豆腐、豆腐干等豆制品。由于
品质好、口感佳，市场供不应求。如
今，当地已有近20家农户重新拾起老
手艺，以院落为阵地发展豆腐产业，让
方寸之地变成增收之所，聂寨村也成
为了远近闻名的“豆腐村”。

豆腐老手艺
变身富民兴村大产业

本报讯（记者 崔敬）3 月 17 日，
走进封丘县王村乡张郭村的吊瓜冷
棚里，瓜藤铺满丝网，绿意盎然。瓜
秧上已陆续结出了鸡蛋大小的瓜胎，
还点缀着五瓣的黄色小花，景象甚是
喜人。

这处吊瓜冷棚占地约 5 亩，最初
是种植鲜花、丝瓜，但是种植过程费时
费力。冷棚负责人李先生经朋友介
绍，便有了种植吊瓜的想法。意想不
到的是，吊瓜种植省时省力，这一种便
是8年。

“吊瓜成熟期有三四个月，‘五一’
以后便可以采摘了，我们种植的品种
非常丰富，有红色的‘明玉’、黄色的

‘小凤’、还有红黄相间的‘彩虹’。成
熟的小吊瓜皮薄脆甜，非常受欢迎。”
李先生边修剪瓜蔓边说。

李先生介绍，吊瓜成熟后可装成
礼品盒销售，一盒售价约 80 元，售卖
利润较高。“我们也批发给散客，一公
斤市场价格能卖到近 10 元。遇到市
场好的时候，一年凭种植吊瓜便可获
利数万元。”

李先生表示，吊瓜成熟后，会依托
大棚开发基地采摘项目，吸引游客上
门采摘，扩大知名度。同时通过抖音、
快手平台进行直播售卖，让小吊瓜搭
上电商的顺风车。此外，在大棚闲置
期间，他还将错峰种植的一些利润高、
省时省力的蔬菜进行售卖，充分发挥
大棚的作用。

吊瓜的成功种植和销售，不仅丰
富了群众的果盘，也为村民带来了可
观的收入。

小小瓜胎挂藤蔓
待到丰收更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