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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7月14日至15日，河南省2023年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在河
南师范大学举行。市实验高中“字圣故
里讲汉字”志愿服务项目荣获二等奖。

“字圣故里讲汉字”志愿服务项目有一个
什么样的志愿者团队？他们为传承许慎
文化做了哪些工作？7月28日，记者进
行了采访。

“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
一部字典，也是一部充满智慧的百科全
书，在中国语言学史和汉字发展史上具有
重要的里程碑意义……”7月26日，在我
市“文明探源我来说”文物和文化遗产保
护志愿服务宣讲活动中，市实验高中“字
圣故里讲汉字”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宋晔
详细介绍了许慎的《说文解字》，精彩的
宣讲引得台下掌声不断。

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丰富我市中国汉字文化
名城的内涵，2015年，在团市委、市文
明办、市教育局、许慎文化园的大力支持
下，市实验高中成立“说文解字社”，组
建志愿者团队，在全市开展“字圣故里讲
汉字”志愿服务活动。“这个项目培养了

一批汉字讲解员和许慎文化传播者，其
中，10余名志愿者荣获省、市级‘优秀志
愿者’称号。团队成员主要以许慎《说文
解字》为本，通过宣传、推广许慎文化，
在全市形成学文化、用文化的浓厚氛围，
增强了广大市民特别是中小学生保护文化
遗产和弘扬许慎文化的责任意识。”团队

负责人宋晔告诉记者。
7年来，该团队志愿者的足迹遍布

全市的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中小
学校、乡村复兴少年宫、许慎文化园
等，开展许慎文化公益讲座、“字圣故
里讲汉字”、《说文解字》读书会等丰富
多彩的文明实践活动600多场，服务时

长 1800 多小时，受益群众 5 万余人。
该团队通过编订教材、课程讲解、互动
体验等方式，探索出了“许慎文化进课
堂”的教学方法，形成了一套师生开展
文明实践服务社会的志愿服务模式。此
外，该团队特聘市政协调研室主任李华
强担任指导专家，发挥新媒体传播优
势，录制“ 《说文解字》 E 课堂”和

“书香漯河 委员伴读”系列视频 30
期、“字圣故里讲汉字”短视频 50 余
集，在主流媒体广泛传播，点击率达
30 余万次。通过与海乐文创联合制作
伴手礼和许慎表情包等文创产品，创新
传承许慎文化，让许慎和 《说文解字》
在漯河大地“活”起来、“火”起来。
该志愿服务项目先后获得“漯河市优秀
志愿服务项目”“河南省优秀志愿服务
项目”“全国中学生志愿服务示范项
目”等荣誉，受到团中央表彰。

“传播许慎文化对增强文化软实力、
提升文化自信有着重大意义。我们将继续
以传承许慎文化为己任，创新思路、加强
学习，不断增强传承许慎精神、弘扬汉字
文化的能力，推动许慎文化传承发展。”
宋晔说。

市实验高中“字圣故里讲汉字”志愿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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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玲玲
从“小草”到拥有300万粉丝的“大

V”，从电工到省政协委员，从默默无闻到
走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的舞台……他就是
我市网络名人陈超军。7月28日，记者采

访了陈超军，听他讲述自己草根逆袭的故
事。

2008年，陈超军成为银鸽公司的一
名电工。“下班后，我通过互联网接触
到了贴吧和论坛，结识了很多网友。”

陈超军说。给贫困家庭送温暖、慰问特
殊工作者、无偿献血……热心公益的他
和志同道合的网友经常组织线下公益
活动，并把活动信息发到微博上，吸
引更多人参加公益活动。近年来，陈
超军先后两次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
献奖金奖”。

2011 年，陈超军注册了微博账号。
他一直对新闻咨询类信息比较感兴趣，
所以微博上发布的信息以漯河本地内容
为主。除了新闻，陈超军还关注弱势群
体，坚持为他们发声。2012年，得知源
汇区大刘镇一个孩子没有户口，陈超军
便联系当事人核实情况，弄清事情缘由
后，编辑成信息发到微博上。令陈超军
没想到的是，相关部门很快联系到他，
帮忙协调解决此事。“事情很快得到了解
决，这让我很有成就感，也成为我前进
的动力。”陈超军说。

2017年，陈超军申请了“漯河好网
民”微博话题，用来发布漯河好人好事等
正能量内容。每天早上5点起床后，陈超
军都会第一时间在微博发布信息。退役军
人帮货车司机灭火、交警送迷路老人回
家、司机捡到东西主动寻失主、爱心企业
慰问执勤人员……翻看陈超军的微博，一

条条信息都充满了正能量。截至目前，陈
超军累计发布5.3万条信息，全网粉丝量
达到300万。

“我不是什么网络大V，只是一棵普
通的小草，粉丝越多肩上的责任就越重，
自己的一言一行会影响到许多人。”陈超
军说。

今年7月17日，陈超军受邀参加在
厦门举行的 2023 年网络文明之夜晚
会。同时，在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主论坛
发布的2022年网评工作“创四优”竞赛
成果中，陈超军的个人微博账号@陈超军
被评为“优秀网评账号”。“中国网络文
明大会由中央网信办和中央文明办主
办，是中国互联网的一次盛会。能代表
河南参会，我感到非常自豪，也从同行
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陈超军告诉记
者。

2023 年，陈超军当选为漯河市政
协常委、河南省政协委员。“这是对我
工作的认可，我感觉肩上的责任更重
了。我要坚持通过互联网搜集社情民
意，帮助百姓分忧。”陈超军说，今
后，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将继
续通过互联网讲述漯河故事，传播漯
河声音。

陈超军：讲好漯河故事 传播网络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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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郝河庆
7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在炙热的

阳光下，记者从南门步入位于市区人民路
东段的光明路市场。此时，市场内购买各
式各样的小商品、小食品者络绎不绝。

这个诞生于 1989 年的商品批发市
场，曾是豫中南地区的“汉正街”“小义
乌”。

“34年了，市场的布局、销售的商品
等都没啥大变化，只是经营模式由批发渐
渐转为零售。受电商冲击，实体经济不好
做了。”从1989年就在光明路市场做生意
的商户万玉峰告诉记者。万玉峰今年50
岁，召陵区天桥街道万庄村人。1989年
12月6日，光明路市场建成开市，万玉峰
是第一批入驻市场的商户之一，主营食品
和糖、酒。

那时万玉峰才18岁，入驻光明路市
场前在市区解放路做生意。“那时光明路
市场生意火爆，河北、山东、山西等外省
客商纷至沓来，每天市场外准备装货、出
货的车辆从北门沿滨河路向西排到解放
路。”光明路市场辉煌的往昔一直留在万
玉峰的记忆中。

据《万庄村志》记载：“光明路原为
万庄村旁边一条无名小路，1964年，取
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光明之意，被命名为

‘光明路’。1988年8月，光明路改建成封
闭式副食品综合批发市场，市场两侧为两
层楼建筑，有门面房480多间；中间摊位
可容纳柜台 600 多个。1989 年 12 月 6
日，光明路市场隆重开业，影响力辐射周
围十多个县市。”

1989年正是商品经济大潮风起云涌
之际，光明路市场应运而生，为漯河的

个体商户提供了商机和平台。光明路
市场一开市，东西两侧的门面房就租
售一空。租不起门面房的商户就在中
间摊位经营。鼎盛时，市场内有商户近
千家。

那时的光明路市场人山人海，货物琳
琅满目：白糖、饼干、罐头等副食品，鞋
子、袜子、毛巾等日用百货，还有高档烟
酒等。不论是本地货物还是外地货物在市
场里都能买到。

就这样，乘着市场经济的东风，光明
路市场成为豫中南最大的小商品批发交易
市场，被人们称为漯河甚至豫中南的“汉
正街”“小义乌”。不仅本地人想方设法进
市场做生意，安阳、平顶山、许昌等省内
商户及湖北、安徽等外省商户也设法在这
里做生意。

“那时市场环境很好，商户很少受到
干扰。”商户魏松民告诉记者，1989年到
1994 年是光明路市场发展的“黄金五
年”。光明路市场从外面看不起眼，其实
里面“富翁”可不少。很多商户在这里赚
取了第一桶金后，走出光明路市场，活跃
在漯河商界。

记者从工商部门了解到，1989年到
1999年是光明路市场的繁荣期，1999年
开始由盛转衰，2016年只剩下564家商
户。市场因何衰落？万玉峰等商户归结
为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全国各地的小
商品批发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特别是郑州的大型批发市场建成后，黄
河以北的生意都涌入郑州；其次，商贸
物流业越来越发达，各种商场、超市、
专卖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第三，时代
在变，人们的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变

化，在电商冲击下，实体经济举步维
艰。

走访中，商户王亚民告诉记者：“现
在的销售额与早些年相比差距很大，以前
市场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景象，现在
只有过年那几天才能看到。”

那么，光明路市场的明天会怎样？
“我觉得商品批发依然有市场。”万玉

峰说，在光明路市场打拼多年的商户，都
有做生意的头脑和丰富经验。

“线下消费，购物全程的体验很重
要。现在做批发也要和零售相结合，

服务必须跟上。”市食品百货业商会会
长曹志红认为，“一个专业市场的经营
是否成功，不是看它的销售额有多
高，而是看它孵化了多少品牌、创造
了多少价值。转变观念，积极创新，
让市场内的商户做大做强，市场自然
能繁荣。”

曹志红表示，如今的光明路市场要通
过打造品牌、优化设计和个性化服务等，
借助网红、短视频、社群等新模式黏合消
费者，不断满足他们的需求，才能焕发活
力。

光明路市场30年

■赵永胜
在漯河北部有条河流叫枣祗

河，其西起许昌市建安区将官池
镇的辛集沟、东至临颍县北的王
岗镇，入潩水而达颍河，进而归
入淮河，是东汉末年枣祗屯田时
所开，经历代疏浚成为颍河支流
之一。

据民国时期的《临颍县志》
记载：“魏，枣祗，本姓棘，为屯
田都尉，引颍水灌田，自临颍城
北二十里许达于淮，岁得谷百万
斛。又任峻为典农中郎、邓艾为
典农纲纪，并主屯事。”

明朝嘉靖年间的《许州志》
也有类似记载：“枣祗河，在临
颍县北二里，颍河四支流也。曹
魏时枣祗募民屯田许下，引水以
溉，得谷数万斛，因以名河。”

枣祗，生卒年不详，颍川阳
翟（今河南省禹州市）人，东汉
末年屯田制的首倡者。枣祗早年
追随曹操起兵，担任东阿令。建
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
迁都许昌后，击败了汝南一带的
黄巾军，夺得一批耕牛、农具和
劳动力。枣祗建议曹操利用这
些资源在许昌一带开垦土地，
进行屯田，以解决粮食问题。枣
祗的屯田方案一提出，便遭到许
多人的反对，反对声最大的是
军师祭酒侯声。他认为屯田制
不足取，实行屯田是和朝廷唱对
台戏，是异想天开。曹操在屯田
问题上犹豫不决。枣祗到处游
说，宣传屯田。曹操权其利
弊，最终采纳了枣祗的建议，
并任命他为屯田都尉，全权负
责屯田事宜。

枣祗在许昌（其故址在今临
颍窝城镇、许昌张潘镇附近）周
围募民屯田。枣祗首先将荒芜的
无主农田收归国家所有，把招募
到的大批流民按军队编制编成组

开垦荒地，由国家提供种子、耕
牛和农具，收成由国家和屯田的
农民按比例分成。屯田制实施的
第一年就得到百万斛稻谷。于是
曹操下令各地都置田官，招募流
亡百姓屯田。为了及时运送军
粮，曹操还修了许多运粮河，其
中，在临颍、西华境内开掘的河
道被命名为“枣祗河”，连接古
溵河、颍河，通许昌南六里的南
屯粮库，既可利用河水灌溉田
地，又兼作运输水道。后来曹操
又接受枣祗的建议，下令军队屯
田，屯田制得到广泛推行。经过
数年积累，仓廪丰实，粮食能够
满足军队供给和百姓日常生活所
需，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物质
基础。

由枣祗首倡实施的屯田制，
使长期遭受战争破坏的北方农业
生产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并稳定下
来，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
地上，许多荒芜的农田被开垦，
政府也积存了大量粮食。“数年
中所在积栗，仓原皆满”，使曹
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
屯田制的实施，不仅为曹操解决
了军粮问题，还让他获得了大量
人口，加快了统一北方的进程。
屯田制不仅在当时起到积极作
用，还为后世开创了大规模“寓
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先例，被
后来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仿效，在
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发展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枣祗首倡屯田制，在历史上
有重要意义。曹操在《加枣祗子
处中封爵并祀祗令》说：“足军
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
王室。祗兴其功，不幸早没，追
赠以郡，犹未副之。”西晋史学
家陈寿在 《三国志》 中评价：

“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
峻。”

枣祗屯田

光明路市场。

■文/图 本报记者 王嘉明
在临颍县繁城回族镇，有一

对夫妻做油酥火烧已30多年。7
月18日，记者走进李小凤油酥
火烧店，看到一排排金黄色的油
酥火烧躺在橱窗内，香味扑鼻。

“做火烧的手艺在我们家传承100
多年了。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
做油酥火烧，我爷爷把手艺传给
我父亲，父亲又传授给我。”繁
城油酥火烧制作技艺传承人李小
凤告诉记者。

相传，繁城油酥火烧制作始
于明代，距今已400余年。巴掌
大的火烧色泽金黄，一面粘满芝
麻，深受当地人喜欢，是当地群
众走亲访友必备的小吃。2013年
5月，繁城油酥火烧被评为漯河
市旅游特色小吃。

李小凤将雪白的面粉反复揉

成面团，再揪成一个个鸡蛋大小
的面团，用擀面杖擀成面饼，然
后抹上油酥、撒上芝麻，把面饼
卷起来，再用擀面杖杆成大小适
中的面饼。李小凤动作麻利、一
气呵成。面饼成型后，放入炉中
烤制几分钟，香喷喷的油酥火烧
就出炉了。

油酥火烧有咸甜两种口味。
刚出炉的火烧香气四溢，趁热咬
一口，焦香酥脆。

随着知名度不断提高，繁
城镇做油酥火烧的商家也越来
越多。李小凤告诉记者：“逢年
过节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本地
人走亲访友都要购买一些，我
们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
广州、上海的客户都提前很长
时间预定。我们每天都在忙碌
而快乐着。”

繁城油酥火烧

李
小
凤
在
制
作
油
酥
火
烧
。

为梳理漯河饮食文化发展
脉络，探索饮食文化渊源，展
示地方饮食特色，本版开设

《沙澧美食文化》栏目。
栏目征稿内容如下：
漯河特色小吃以及民俗中

的美食，探寻有关沙澧饮食文
化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反映百
姓生活的温暖烟火气；与美食

相关的非遗、老字号及老手
艺，介绍其不断传承发展的制
作技艺；从古籍、地方史志、诗
词、民谣记载的漯河美食中，发
现传统饮食蕴含的深厚文化。

稿件要求1500字以内，文
笔朴素平实，侧重于对传统文
化和历史文化的挖掘，展现漯
河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沙澧饮食文化》栏目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