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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长信勤奋好学，酷爱书法艺
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临习名家
碑帖，钻研汉、魏古法，继承唐、宋
书风，对隶书情有独钟。其书作古
朴雅致，耐人寻味。

——王长喜（河南省书协会
员、焦作市书协理事、中站区老年
书画研究会会长）

【名家名作】

许长信，76 岁，中
站区许衡街道东冯封
村人，退休工人，现为
中国老年书画协会会
员、河南省书协会会
员、中站老年书协会会
员。其自幼爱好书法，
在工厂工作期间经常
帮厂工会、宣传部写标
语、制作广告牌，退休
后加入中站老年书协，
继续钻研书法艺术，曾
参加各类书画展并多
次入展获奖。

许长信（照片由本人提供）

（本栏作品均由许长信作）

【专家点评】

春暖山阳（国画） 许润涛 作

三千年的守望（国画）
卜大清 作

书 法 毋 立 作

三 月（国画） 李胜利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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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地名寻找桃花源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
草鲜美，落英缤纷……”诗人笔下的桃花源成
了很多人向往的地方，焦作和桃花有关的地
名不少，有修武县西村乡桃园村、中站区桃源
路。

3月2日，记者驱车来到桃园村，蜿蜒曲
折的山路，真有些探访桃花源的意境。

桃园村，这个朴实清新的村名，会是什么
样子呢？

石头房、千年古槐，“狗吠深巷中，鸡鸣桑
树颠”，这些传统村落的元素一个都不少。

据焦作师专经济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
记、驻桃园村第一书记蔡前锋介绍，桃园村
是河南省传统村落，该村由交粮河、桃园、南
背、大水峪4个自然村组成，交粮河千年古
槐、桃园明朝古寺、南背天然溶洞、大水峪国
有林场……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古朴的民居、
村貌，确是一处养心养身、亲近自然的“世外”
之所。这里山势雄浑、林木葱郁、民风淳朴，
是春季看花、夏季避暑、秋季观叶、冬季赏雪
的好去处。

桃园村村名有何来历呢？据村民介绍，
明朝时，先民从山西逃荒而来，看到这里环境
优美、物产丰富，就在此定居。因逃荒而与此
地结缘，所以村名就叫逃缘。后来，根据谐
音，村名改为桃园，沿用至今。

还有一种说法，很久以前，山西省泽州县
大井头村一姓张的农户发现此地土壤好，便
在此开荒种地，闲暇之余为求平安建了一座
小庙，日子久了，逃荒的人多，种地人日渐多
了起来，又在村周围种了许多桃树，故起村名
为桃园。

村如其名，每年的三四月，漫山遍野的连
翘花、桃花、梨花、海棠花、苹果花次第开放，
有白的、粉的、红的，分外好看，不是桃花源胜
似桃花源。

除了自然美景外，桃园村还保留了大量
的石头民居，保留了原始的风貌，石块筑墙、
青瓦覆顶、碎石铺路，巷道交通、鸡犬相闻，是
休闲观光、体验生活的理想去处。

桃园村地处山区，生产生活仍然保留了
较为传统的方式，如铲锄翻地、手工劳作、担
水浇地、大型水窖储集雨水作为生活用水、柴
火土灶做饭等，对市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村民们平常吃的糊涂面条、大烩菜也格外诱
人。

除了桃园村外，中站区有一条路叫桃源
路。

据中站区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桃源路
位于焦作市第四中学旁边，这个路名和学校
有关，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路名取自桃李
满天下之意，所以叫桃源路。

带“桃”字的，还有位于沁阳市常平乡的
桃花洞。

■梅花、紫荆、玉兰组团“出道”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疏影横斜水清
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近期，焦作的梅花开了，河
南理工大学附近的红梅、焦作迎宾馆附近的绿梅
盛开，迅速“出圈”，成为人们赏春的首选。

焦作和梅花有关的地名不少，比如中站
区朱村街道梅苑小区，据这里居民介绍，这里
主要居住着原朱村矿的煤矿工人，我市已故
全国道德模范谢延信的家就在这个小区。

因为“煤”和“梅”谐音，当地就将小区名
字命名为梅苑小区。因为有诗赞美梅花：宝
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取名梅苑，
也希望居民学习梅花不惧三九严寒的品质。

来到中站，不少与花相关的地名会和您
不期而遇。

中站区委、区政府附近的紫荆路，路上虽
没有紫荆花，却起了紫荆路名，这是怎么回事？

据了解，因该路修建于1997年。当年，
被称为东方明珠的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为了
纪念这一盛大喜事，该路就被命名为紫荆路，
因为香港的市花是紫荆花。

在温县祥云镇有一个大玉兰村，据村民
朱国生介绍，这个村原名叫沟南村，为了美好
寓意，改名为玉兰村，随着人口的增长，该村
附近又形成一个小村，叫小玉兰村，原来的玉
兰村就叫大玉兰村。

■武陟万花庄：万紫千红总是春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百
花盛开，才有春天的样子。

武陟县龙源街道有个万花庄。记者从武
陟县民政局获悉，万花庄村名来历是这样：明
成祖朱棣通过政变夺取侄儿的皇位，大儒方
孝孺因拒绝为朱棣草拟诏书被诛灭十族。他
的一个侄子避祸逃到武陟县，把方姓改为万
姓，以种花为生，人们将他居住的地方叫万家
花园，后改名万花庄。

今年年初，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公布了
“河南省文化产业特色乡村”名单，万花庄村
喜获“河南省文化产业特色乡村”称号。

万花庄文化底蕴深厚，该村拥有一处国
保单位——明清古建筑群青龙宫，还拥有“青
龙民俗庙会”和“祈雨旧规”两处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极具特色的农历二月二庙会在该
村延续了600多年。

名字中带花的还有博爱县月山镇花园
村，该村原名北上庄，相传有清代皇帝路过此
处，看到这里百花盛开，就起名为“花园”，从
此，这一名字沿用至今。

自然实体中也有带花的，比如东花园山，东
花园山位于中站区北部太行山上，海拔600米。

和花有关的地名，透露着焦作的浪漫。
这个双休日，去寻访和地名有关的“花花世
界”，相信会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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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桃园村
开通了客车，拉近
了村民与城市的距
离。

图② 山村里
的古槐树见证着历
史的变迁。

图③ 山村的
石头房屋整齐地排
列在山间。

图④ 在近百
年的老房子里，村
民快乐地生活着。

本报记者 吉
亚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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