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城二中开展感恩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黄丹平）为了让学生

能了解感恩，学会感恩，从点滴做起，从身边

做起，从小养成良好的品德，怀着一颗感恩

的心去看待社会，看待父母，看待老师，看待

身边的人和事，

2012

春季开学后，阳城二中

在学生中开展了以“感恩我们在行动”为主

题的感恩教育活动。

感谢父母。要求学生每天为家里做一件

家务，如洗碗、打扫卫生等；对父母多说知心

话，每天和父母做一次真诚的交流；认真倾

听父母讲述的事情，用心观察父母为自己所

做的事情，体会和感激父母的艰辛和不易。

感谢老师。 在全校开展 “尊师重教”活

动，要求所有学生讲文明用语，遇到老师自

觉问好等；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表达对老

师辛勤付出的尊

重， 报答老师厚

重的师爱。

感 谢 同 学 。

见到同学后要主动问候；得到帮助后要真诚

地说声“谢谢”，做错事后要主动说声 “对不

起”；为班级做好事，帮助在学习或者生活上

有困难的同学，掀起同学之间互帮、互助、互

学、互进的热潮；

感谢社会。 通过演讲比赛、诗歌朗诵等

形式， 让同学们体会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

激发和增强同学们“报答社会、感恩社会、报

效祖国”的情感。

感谢自然。 提倡同学们主动养一盆花，

保护一片绿地，自觉成为爱护环境、保护环

境的自愿者。让同学们能够感激自然给予的

情感。

此项活动，得到学生的广泛参与，并赢

得了学生家长的支持和好评。

女子勇救轻生男

连日来 ， 龙源镇徐店村王秋芳勇救轻生男子的事

迹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听说此事的人们无不竖起大拇

指 ，交口称赞 。

事情发生在今年

2

月

9

日。

当天夜里

12

点，在黄河大道益生堂上班的王秋芳也结

束了夜班工作， 独自一人骑着摩托车沿着熟悉的道路往家

赶，虽然立春节气已过，但夜晚的寒风还是吹的人紧缩，她

不免加快了车速。

当走到龙源路仲许路口的时候，忽然听到：“救命，救我，

谁来救救我……”，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传入了王秋芳的耳朵

里，尽管她戴着厚厚的耳套，但依然能听得清楚。 时至后半夜，

孤身一人的王秋芳，没有多想，壮着胆子朝向发出声音的地方

骑去， 借着摩托车的灯光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趴在地

上，狼狈的拿着一个瓶子，痛苦的呻吟着，他看到有人来了，便

急忙说：“快救救我，我喝农药了……”。 王秋芳二话不说，赶紧

拿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就在这时，这名男子更加痛苦了，不

停的呻吟、呕吐，王秋芳想不能再耽搁了，于是她用尽全身力

气把他拽上摩托车，一手朝后牢牢地攥着他，另一只手紧握车

把，加足马力朝县人民医院驶去。

到了医院，王秋芳一边请求医生赶快施救，一边想方

设法联系男子的家人。 当男子被推进了急诊室，他的家里

人也已赶到，王秋芳这才松了一口气，紧张的心也缓缓地

平静下来，低头一看表时针已指向

1

点，才想起家里的人

还在等着自己回家，她悄悄地离开了。第二天，她再次来到

医院询问这名男子的情况，得知此人因为抢救的及时命保

住了，已经转往市人民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王秋芳的心

总算踏实了。 （冯颖）

嘉应观举办“龙抬头”庙会

本报讯

(

通讯员张俊杰）

2

月

23

日，笔者一行来

到嘉应观，风味小吃摆起了长龙，有开封小吃、武陟特

产、民间工艺品等，走到嘉应观门口更是热闹非凡，嘉

应观杨庄的盘鼓队刚表演结束、索余会的豫剧团就来

给大伙表演、 这边还有从原阳赶来的女子花轿队，更

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二

股弦”戏剧演出……

走进嘉应观里，更是被装扮

的格外喜庆 ，房上 、树上都挂满

了灯笼，每棵树上还都挂满了人

们祈福的红丝带，人们穿梭于各

个祈福地点。 二月二，龙抬头。 每

到二月这一天，武陟嘉应观都是格外热闹，从古至今，

“嘉应观二月二古庙会” 都吸引了四乡八镇近百里的

乡亲们到此祭祀、游园、赶会。 民间艺人敲锣打鼓，通

过扭秧歌、唱大戏、敲盘鼓、推小车、抬花轿等喜闻乐

见的民俗表演来朝拜祭祀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治黄功

臣大禹、王景、贾鲁、林则徐等，从而祈求风调雨顺，万

事平安。

今年，恰逢农历的壬辰龙年，为了进一步传承民

风民俗文化遗产，促进黄河文化游览区建设，该县首

次决定由县政府出面组织举办以

"

二月二龙抬头、龙

腾盛世祭龙王

,

逛庙会品小吃、祈福纳祥迎新春

"

为主

题的

2012

年嘉应观

"

二月二龙抬头

"

大型庙会活动。

在

10

点钟，清脆的鞭炮声之后，大型祈福活动“龙腾

盛世祭龙王”正式开始，人们都聚集到大殿前来共同

祈福……

嘉应观被誉为 “万里黄河第一龙王庙”、“中原唯

一皇家道观”， 此次庙会活动从农历二月初一持续到

初五，为期五天。 该活动不仅保留了以前民俗表演和

祭拜活动， 还增加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戏剧的演出，

另外还开展了风味小吃、土特产品、民间工艺品、旅游

产品等展销活动。

嘉应观建于清朝雍正元年

(

公元

1723

年

)

，现占地

140

亩， 中轴线南北依次有山

门、御碑亭、前楼、更衣殿、禹王

阁， 东西跨院为河台、 道台衙

署。 是雍正皇帝在武陟筑坝堵

口、治理黄河水患成功后，为祭

祀河神、封赏治河功臣，特下旨

仿北京故宫敕建的一处集宫 、

庙、衙署三体合一的“淮黄诸河龙王庙”，是黄河流域

九省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历史、科学、

艺术价值最高的黄河龙王庙。

1963

年被河南省政府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

年

6

月被国务

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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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立在大虹桥乡张村村头的千年古塔———妙乐寺真身舍

利塔，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宝塔”。

此塔是一座十三层叠涩密檐式砖塔， 由塔身和塔刹两部

分组成。塔底平面正方形，塔身中空，呈桶状，通高

34.19

米，底

部边长

9

米。 外看塔身最底层高度较高，塔身自下而上逐层内

收，层高缩减和层底面积递减，巍峨挺拔，瑰丽壮观。 塔壁结构

独特，采用青灰条形砖，不岔分垒砌成。 砖与砖之间用泥浆粘

合。 各层檐部皆用叠涩砖砌，檐之翼角下设木制角梁，角梁头

为三角形悬有铁风铎，迎风而鸣，闻达数里。 南立面塔身各层

均辟龛状假门，内供佛像。 北立面的第三、十、十三层，东西立

面第十一、十二、十三层辟龛状假门，内供佛像。 四角有陶质模

制力士八尊，塔身以上部分为风磨乌金刹，刹高

6.74

米。 刹底

风磨乌金须弥座，上有相仑七重。 其上为八角形宝盖万水烟，

皆锯有火焰纹饰。 再上为仰月和三重宝珠组成，此为一次性浇

铸而成无焊缝接口。 塔尖有铭文：“显德二年岁次乙卯二月庚

子朔二十一日庚申建”。 刹柱上挂四条铁链，由四角牵引，各系

蹲卧的风磨乌金狮一尊，以牵挂塔刹。 此法在同类佛塔中甚为

罕见。

塔心室为正方形，室内壁为竖井状。 塔内各层原均设有楼

板和楼梯，以便人们登塔远眺。 在塔心室地平砖之隙缝间有竖

井，直通地泉。 投一枚硬币入井，可以听到清脆的落水声。

妙乐寺塔又称真身舍利，供奉着佛祖舍利灵骨。 一九六三

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

零零一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人们不禁会问妙乐寺塔是何时始建的呢？

世俗以刹尖铭刻 “显德二年岁次乙卯二月庚子朔二十一

日庚申建”为依据，说是五代后周修建的。 此说法与史书记载

相悖。 汤用彤所著《隋唐佛教史稿》中云：“五代版图最大之国

为后周。 而后周世宗即位之翌年﹙公元

955

年﹚禁民亲无侍养

而为僧民及私自度者，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 这是对中

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像以铸钱，尝曰：‘吾闻佛识以身世为

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绝，况此

铜像岂有所惜哉。 ’虽世宗未敕禁绝，然僧纪荡然，典籍散失。

五代之世，实六朝以来佛法极衰之候也。 随令天下寺院‘除敕

赐额者外，全部废之。 ’宋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云：“重修该

塔时，正是后周限制佛教发展，拆佛寺之时，因‘敕额’该塔得

以重修。 ”重修不是始建，以此观之，塔尖铭刻者手误少刻了一

个“重”字。

世俗又以建筑风格为唐风而说该塔始建于唐。 清康熙《武

陟县志》云：“舍利塔在县西十一里张村，怀城西南，高凌云汉，

雄峙一方，建自唐后周显德二年重修。 ”清乾隆二十二年《武陟

县志》云：“妙乐寺在张村，有舍利塔，建自唐，后周显德二年

修。 ”清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志》云：“妙乐寺在县西张村，有

舍利塔，建于唐，后周显德二年修。 ”清道光九年《武陟县志》

云：“妙乐寺在张村，建于唐时，后周显德二年修，有碑。 明永乐

十五年重修。 国朝顺治四年增修，嘉庆五年又修。 寺今已废，其

址甚广，盖张村即怀县故城。 此寺实为旧刹，中有方塔高数十

寻，厥功尤巨。 ”一九九三年《武陟县志》云：“此塔始建于唐，后

周重修。 ” 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妙乐寺塔申报文本

云：“妙乐寺塔始建于唐，后周显德二年重修。 ”

众说一致，该塔始建于唐。 准确吗？ 非也。

隋末唐初有个与唐玄奘齐名的高僧释道世， 他编撰了一

套称之为佛教经典的《法苑珠林》书，推翻了众说一致始建于

唐的结论。 书中说：“隋怀州妙乐寺塔，在州东武陟县西七里妙

乐寺中。 见有五级白浮屠塔，方可十五步，并是侧石编砌，石长

五尺，阔三寸，以下鳞次葺之，极细密。 道俗自见，感惊讶其神

鬼所造。 其下不测其底，老相传，塔从地下涌出，下有大水，莫

委真虚。 有刺史疑僧人滥饰，乃使人旁基掘，下至泉源，尤不见

其际，此下阙净明榆礼验。 ”从此文中可以看到他“见有五级白

浮屠塔”。 因而，他说此塔不是唐始建，而是隋始建的，称“隋怀

州妙乐寺塔”。

《中国佛教史》记载云：“隋文帝奉佛教极厚。 开皇元年，应

昙延之请，下诏兴复佛法。 二十年，诏有毁佛天尊像者，以大逆

不道论。 其翌年仁寿元年，诏天下名藩，建灵塔。 又遣沙门净

业、真玉等，分送舍利，奉藏诸郡百十一塔。 ”我们查隋文帝所

建的百十一塔之名，竟没有怀州妙乐寺塔。 因而可以断定，妙

乐寺塔不是隋文帝所建，释道世只是推测而已。

那么，妙乐寺塔究竟始建于何时呢？ 我们查阅《密县志》，

发现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超化寺发现了两块北齐时的碑。

其中一块是袁弘道（明代人）所见到的北齐造像碑，为红色料

石，雕刻

25

尊像，碑文有‘大齐河清二年二月’的字样。 ”另一

通‘北齐造像碑’在超化塔基中出土。 碑高

139

厘米，宽

93

厘

米，厚

18

厘米，碑额有四条盘龙组成，碑北各有佛龛一个，南

面龛内有佛像三个，北面一个，佛像保存完整。 碑文

18

行，计

206

个字，第一行为大齐武平七年岁次丙申年三月十二日。 这

是北齐后主高纬武平七年，即公元

575

年立的碑。 这两块北齐

碑，特别是从塔基中出土碑可以证明，超化寺塔至少在北齐以

前就已经存在了。

无独有偶。 武陟县妙乐寺塔也有两块类似的碑。 河南财经

学院柴道琳教授

1994

年游妙乐寺塔回忆录云：“一九六零年

武陟县文化馆以石块加固塔之基层。 一九九三年修塔，便被拆

掉，保存砖壁原貌。 一九九四年游塔，在所拆之堆石中发现很

古的断裂碑两块，缺乏头尾，字迹模糊。 擦拭一块能看到‘北齐

天保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这几个字迹。 另一碑块也只是看到

二十四位的比丘名号。 所不同者有两位比丘冠以郡都僧宦之

职，一位是河内郡都昙乐，一位是武德郡都沙门昙聪。 当时我

在郡与郡都联想其所存这朝代，随即抄其原文备作考查。 碑石

两块交予寺管理人员搬存室内。 ” 妙乐寺塔的北齐碑虽为残

碑，但与密县超化寺造像碑遥相呼应，无疑也是造像碑了。 这

说明妙乐寺塔与超化寺塔为孪生姊妹。 超化寺塔至少在北齐

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妙乐寺塔也同样是在北齐以前就已经存

在了。

北齐以前什么朝代呢？

《超化寺塔为中国古代十九座真身舍利塔》一文云：“东汉

桓帝建和二年，即公元

148

年，西域安息国（今伊朗一带）的高

僧安世高，月氏国高僧支娄迦浅、康居国僧人（今吉尔吉斯一

带）康僧铠、康僧会相继来到洛阳。 《高僧传》中说安清，字世

高，安息国太子也。 讽持禅经，备尽其妙，游方弘化，遍历诸国，

以汉桓之初，方到中原。 才悟机敏，一闻能达。 至止未久，即通

习华言。 于是宣译要经，改梵为汉，先后所出经论，凡三十九

部。

汉桓帝将安世高留在宫中，为自己说法并以礼相待。 安世

高等高僧在洛阳释译了大量佛经， 成为佛教经典大规模传译

于中国的开端。

安世高在翻译佛经的同时， 发现了释利防等高僧散落在

民间的佛骨舍利，他就向桓帝建议，将这些散落民间的十九份

佛骨舍利建塔供奉，使天下芸芸众生见灵骨如见佛陀，闻经卷

如闻佛音。 这样，民心相向，政局自稳，社稷可安。 桓帝采纳了

安世高的建议，拨出官银，命白马寺高僧静安法师与安世高一

道在全国各地建造佛塔、寺院，地宫供佛骨舍利。 于是，在全国

各地就陆续出现了十九座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宝塔。 这也就是

中国古代最早的佛祖真身舍利宝塔。 在洛阳附近就有三座，洛

州西塔、怀州妙乐寺塔和超化寺塔。

洛阳《释源白马寺》一书中云：“按《灵异记》所讲，东汉己

已年（公元

69

年）二月八日，汉明帝刘庄，驾临鸿胪寺，会见印

度二位高僧。 僧摄摩腾问道：‘寺之东南是何馆室？ ’汉明帝答：

‘很早以前，那里忽然涌现出一个土阜，高一丈有余，人们把它

铲平了，很快又隆了起来。 土阜之上经常放出光芒。 老百姓感

到很奇怪，都称它为‘圣冢’。 自周代以来，经常祭祀，祈求灵

验，把它看成是‘洛阳土地神’，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 摄摩腾

答道：‘在如来佛灭度后一百余年，印度有一位阿怒迦王（阿育

王），安放佛舍利于天下，共计八万四千处，东土中国境内有十

九处。 陛下所言‘圣冢’者，即是十九处之一处。 ”汉明帝听后，

即偕二高僧及百官臣僚一同去查看‘圣冢’。 当他们走进‘圣

冢’时，只见冢上涌现出一个圆形，图形中出现汉明帝及二位

高僧的身影，如照镜子一样，分明可见。 众人看到此情景，皆赞

叹曰：

"

真是从未经过这样的神奇事”。 汉明帝十分感慨地说：

“要不是遇到你们二位大师，怎能知道佛在保佑我呢？ ”于是诏

令主管衙府，在‘圣冢’之上，依摄、兰所传印度塔形式，兴建佛

塔。 当年三月一日动工，次年十二月八日完成。 塔九层，高五百

尺，“珠宫幽邃，遥瞻丈六之光，窸堵凌云，依稀尺五之上。 岌若

岳峙，号曰云齐。 ”

有关汉明帝建塔的故事，在《历代三宝记》中，也有相似的

记载。

这些虽是传说，没有官方史料作证，但也不是空穴来风。

许多资料证明东汉时期确实已经出现了佛塔。 《后汉书

.

桓帝

记》中说：“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后汉书

.

襄楷传》中说：“楷

谏桓帝疏曰：闻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

好生恶杀，省欲去奢”；《释氏稽古略》中说：“桓帝永兴二年，带

铸黄金浮图、老子像，复以白宝盖，宫中身奉祠之，世人以金银

做佛像，自此始也”；《扶风县志》在大事记中云：“汉永平十年，

美阳县（扶风县）建阿育王塔（今法门寺塔）藏佛指骨”；明万历

《武陟县志》云：“舍利塔在县西十里张村，高插云汉，雄峙一

方。 汉侍御苏允年有记。 ”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妙乐寺真身舍利塔始建于东汉。

若在东汉明帝时期，至今已

1943

年了；若在东汉桓帝时期，至今

也有

1864

年了。

(

作者为武陟县文化艺术传播中心研究人员）

覃 怀 文 苑

詹泗路拓宽改建工程有条不紊进行

本报讯 （通讯员索玉林）

2

月

21

日，詹

泗路拓宽改建工程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路面碎石机、挖掘机、装载机、铣刨机、压路

机等工程机械交替施工，各项工作正在有条

不紊地开展着。

该建设工程是 “

1357

”工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 ，位于县物流厂区 ，西起三条龙花

坛 ，东至城际铁路 ，全长约

2000

米 ，总投

资

5000

万元 ， 规划设计路面

80

米宽 ，双

向四车道。

作为承建单位的武陟县交通运输局，自

2011

年

12

月份开工以来，高度重视，迅速

行动，及时抽调精干力量，组成重点工程建

设指挥部，具体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确保能够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

项施工任务。 截至目前，已处理快车道软路

基

1

公里，清运垃圾

20000

余方，各项工作

仍在井然有序进行中。

我县“ 三定位”建设人口计生信息化基础平台

本报讯 （通讯员赵阳、常琳静）为提升人口计生

信息化建设水平，我县将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列为人

口计生工作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明确“三个定位”，

以信息化建设推进人口计生工作稳中求快发展。

位置定位。 立足于“数字人口”，明确了“政府主

导、部门共建、信息共享、合作共赢”的总体思路，建立

完善了人口基础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开发人口出生信

息平台软件，构建“动态监测、科学预测、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的人口信息资源共享系统，实现部门信息共

享，促进人口计生、公安、卫生、统计等部门的出生信

息互通，打造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政府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的基础性人口信息平台。

队伍定位。 全面加强信息技术培训力度，制定了

信息培训工作计划，对全年信息化工作培训课目进行

了细化， 明确了各个培训时段的责任人及培训内容。

实行了竞争上岗，积极引进、吸纳信息化专业技术人

才充实到信息化建设队伍中，切实提升队伍层次和专

业化建设步伐。 目前， 全县共有人口计生信息员

30

名，

20

人具有计算机二级证书， 其它资格证

4

人，均

能熟练操作，出色完成本职工作。

质量定位。 以人口信息统计数据信得过活动为载

体，将

MIS

数据库日常管理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制

定了评价标准，狠抓数据质量。建立了部门协调机制，

明确任务分工，通过部门间资源共享、比对，对统计的

数据信息进行全面排查，及时发现核查工作遇到的问

题，讨论解决办法，帮助协调解决。县人口计生委组织

业务指导组，深入乡镇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现场

解决不了的及时反馈给上级领导， 进行研究解决，并

合理调整工作方法及步骤，有效保障了日常统计工作

开展，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供全面、及时、准确的人

口信息数据。 目前， 我县的数据库人口覆盖率达到

95%

以上；出生人口漏报率控制在

2%

以内；出生政策

属性差错率在

2%

以内；出生人口性别差错率在

2%

以

内；个案数据项目完整率达

98%

以上；逻辑准确率达

95%

以上；数据更新及时率达

95%

以上；报表符合率达

90%

以上。

乔庙乡

重抓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范高琪） 近日，乔庙

乡加大投入，严格奖惩，快速整治，深入开展

了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辖区环境面貌焕

然一新。

该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环境卫生整治

工作，按照全县部署，专门成立了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小组，制定了具体的工作方案。 同

时，该乡还安排了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资金，

拿出

2

万余元，组织了

2

辆铲车，购买了铁

锹、扫帚等工具。

在此基础上，该乡不断拉高工作标杆，坚

持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原则，认真落实环境

卫生整治工作责任，通过班子成员包片、机关

干部包村包街道、 村组干部定户定街道的措

施，把各村干部群众组织起来，迅速行动，扎

实推进了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工作。

为落实好奖惩 ，该乡在机关内设立了

各村环境卫生工作创先争优评比榜 ，坚持

每天组织班子成员对全乡

28

个村逐村检

查， 将环境卫生分为陈旧性垃圾清理 、新

产生垃圾清理 、垃圾掩埋场建设 、墙体美

化等

6

项工作 ，对各村进行评比排名 。 目

前，该乡已对各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评比

了三次，在各村形成了比干劲 、比面貌 、比

力度的卫生整治

"

三比

"

氛围。 通过各方努

力 ， 已清扫道路

32

条 ， 清理垃圾

800

余

方 ，各村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观 ，人民群

众的生活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西陶镇

麦 田 管 理 掀 高 潮

本报讯 （通讯员郝小红）日前正是麦苗

返青的关键期，西陶镇结合实际，多措并举，

动员群众早动手，迅速掀起春季麦田管理高

潮。 截至目前，该镇已累计浇麦

2.5

万亩，科

学施肥

7000

亩。

为夏粮丰收打好基础，该镇及时召开村

组干部会， 安排部署春季麦田管理工作，成

立了以镇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由分管农业

的副镇长牵头， 直接负责协调此项工作；组

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 “查苗情、查

墒情、查肥情、查病虫害情”活动，全面掌握

农情信息，并根据麦情特点，为农户制定有

针对性的补救措施；协调电力部门积极检修

线路，全力保障浇地用电供应，并采取分片

包干、蹲点指导、进村入户等方式，督促农民

及早下田、科学浇水施肥。

座落在龙源镇万花村的青龙宫，始建于明

永乐年间，距今已有约

600

年历史。 据清道光

年间的《武陟县志》记载，青龙神在明永乐年间

化身为贫困少年，受雇于万花庄高家。 适逢大

旱，青龙夜间现身行雨，高家感念，以女妻之。

后青龙神归隐于云台青龙峡，高女逝后托梦与

亲人：凡遭遇旱灾前去求雨，有求必应。 高家为

龙王奶奶建冢，官府为龙王建庙，香火旺盛。 此

后，中州大地老百姓为使四季风调雨顺，因而

常来祭祀。 加上文人墨士碑石纪念，百姓口头

相传，久而久之成为今天的庙会。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开始，前后

5

天，这里的大

街小巷人头攒动，每天赶庙会的有

10

万人次，传统

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民间艺人独制的泥泥狗、布老

虎等绝活，配上色香味俱佳的小吃，说书逗唱，买进

卖出，娱乐祈愿无所不有。

图为

2

月

23

日，青龙宫后院，祈福求愿的

人们。 彭虎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