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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印务公司印刷

品味古朴传统村落

领略靓丽新型社区

北朱村名片

●

全省“五个好”村党组织

●

河南省“五个好”基层党组织

●

河南省生态文明村

●

全省文明村镇创建工作先进村

●

焦作市绿化先进集体

●

全市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先进集体

●

焦作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先进村

●

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走进中国传统村落———北朱村

9

月

9

日 ， 记者走进了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北朱村古民居。 当众多造型各异的古建

筑呈现在眼前的时候，很是让记者感到意外和

惊叹。 和记者一同去采访的中站区文体局退休

干部张长杰说：“这里现存我省面积最大、院落

最多、保存较好的大型古村落，包括迄今为止

我省发现的唯一一处明代民居，该村前不久被

国家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古民居现正在申

报‘国保’呢！ ”

在张长杰的引领下，记者领略了一栋栋独

具历史特色的古民居，并了解到了至今仍鲜为

人知的北朱村古民居的风风雨雨和历史价值。

据了解，该处古民居现存较为完整的院落

有

93

处

367

间 ， 建造时间上起明天启三年

（

1626

年），下至民国三十年（

1941

年），前后跨

越

315

年，绵延不断。 张昺祠是我省明代保存

下来的建筑之一，其完整性、时代性有极其宝

贵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 这些建筑真实地反

映了我国中原民居在明清时期的演变方式和

发展脉络， 对研究我国古代民居的平面布局、

哲学和宗教思想对古代建筑学的影响，提供了

丰富而翔实的实物资料， 同时加强对它的保

护、开发和利用，对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推动旅

游事业的发展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北朱村古民居的总体平面布局为一进一、

一进二、一进三四合院。 其中，以一进一、一进

二四合院为主，单体建筑形式分为单层硬山两

面坡式、两层阁楼式和三层雕楼式三种，以单

层两面坡式为多，个别前带回廊，均为灰板瓦

和筒瓦覆顶。 两层阁楼式建筑数量次之，前带

回廊较多，均为硬山两面坡，灰板瓦覆顶。 雕楼

式建筑仅存一座。

北朱村古民居群数量之大，而又集中，保存

相对较好，在我省还不多见，这是汉民族北方典

型的民居建筑院落， 每座房屋墙体的下部多为

条石。 墙体的砖砌、斗拱、卧立枋、垂莲柱、门窗

隔扇、门楣、压窗石、柱础、大门口的石墩等构件

上有石刻、砖雕、木刻、彩绘等，处处体现了淳朴

的民风，展现了民俗风情和传统文化，表达了人

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富裕生活的追求，其艺术之精湛，形式之

独特，无不显示了建筑者的匠心，它是古建筑遗产和古文化遗产的

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较好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对研究民俗文化

有着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北朱村村委会出资对部分古民居进行了修缮，并聘

请市规划局设计人员对全村进行整体规划， 设定东至正阳路，西

至学校东侧

20

米，南、北各到村街路沿为保护范围。 同时，将所有

古民居进行登记造册，完成全部建档工作。

在采访中，先人们的勤劳与智慧让记者叹为观止，然而由于

保护不力，破败的庭院和岌岌可危的建筑令记者忧心忡忡。 据了

解，

2000

年该村还有上千间古民居，如今只剩下

300

多间了。 张长

杰说：“近年来，省、市、区以及北朱村在保护古民居方面投入了一

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要使这些珍贵的文物得到更加切实有

效地保护，并进一步发掘其文化内涵，逐步形成较大的文物旅游

景区，依然任重道远。 ”

⑨

在焦作当地人的记忆中，一说起北朱

村，人们马上会联想到“煤”。

的确，北朱村也与“煤”有缘，作为中站

区府城街道

12

个行政村中一个较大的行

政村，最早是靠小煤矿起家的。 后来，随着

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北朱村不得不全部

关闭小煤窑，村里的经济受到重创。

一个行政大村，一下子失去了重要的

经济支柱，无论是村集体还是村民，顿时陷

入了渺茫、失望之中。 面对困境，以府城街

道北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小爱

为领头人的村两委班子认真研究了国家的

有关政策，深刻分析了经济发展趋势，决定

因地制宜，转变经济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

路，即发挥资源优势，挖掘潜力，充分利用

村里闲置的土地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工业

经济。

经过几年的艰辛努力，北朱村终于筑

了巢引了凤，目前，北朱村通过招商引资、

制定优惠政策，引进了大华针织厂、张艺木

业、 新链条等

20

多家企业， 吸纳了村里

600

多人就业。

根据村里的实际和村民的意见，北朱

村前期已投资

35

万元，在村北规划建设了

60

亩的克仑生优质葡萄示范基地，并在葡

萄种植基地的基础上把村北

140

亩地规划

建成了

60

亩的养殖区和

80

亩的绿色蔬菜

大棚区。

“我们村发展生态旅游有着得天独厚

的优势。 ”张小爱告诉记者，“首先，地理位

置优越，南邻丰收路，北邻生态园，可以以

生态园建设为依托，打造乡村旅游的新格

局；其次，历史悠久，人文气息浓厚，这里有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明清古民居、张昺

陵园，还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桩、

朱村红拳、腰鼓，这些都是我村发展旅游经

济的依托。

2007

年，村里开始着手准备张

昺陵园的建园和祠堂的修缮工作 。

2008

年，我们编制了《焦作市北朱村张昺陵园建

设规划》。 按照总体规划设计，工程全部投

资为

763.4

万元，工程建设期限为

5

年。 截

至目前，张昺陵园的建园工程基本完工。同

时， 我们还加快了明清古民居的申报和修

缮工作。

2009

年

6

月，我们村成功申报成

为河南省生态文明村， 现在我们正在申报

全国生态文化村。 这些将为我们的成功转

型打下坚实的基础。北朱村转型后，我们将

以旅游产业为村主导产业， 带领全村群众

发展农家乐，增加村民收入。 ”

⑨

由“煤炭村”到旅游生态村转变

本报记者 董柏生

每年农历五月十一，祠堂祭祀的

时候，北朱村里总会热闹非凡，

12

位

身着民族服饰的成人桩演员，肩上扛

着特制的

T

形铁桩， 每个铁桩上坐

着一名身着戏曲服饰的少年桩演员，

在鼓乐声中成双纵队入场， 而后随

着节奏变化以

S

形表演路线行进演

出， 所到之处， 必定引起如潮的欢

呼 。 这就是焦作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背桩。

背桩是一种流行于北朱村的古

老民间技艺，主要表演内容有传统戏

曲《白蛇传》《西游记》等，整个表演融

惊险、娱乐于一体，使观众在欣赏传

统舞蹈的同时，感受少年桩演员惟妙

惟肖的戏曲人物表演， 雅俗共赏，每

场表演共需演职人员

60

人， 时间大

约

30

分钟。

自

1845

年创编至今， 背桩已有

160

余年的历史，其风格独树一帜，融

舞蹈、戏曲、绝技为一体，巧妙地把戏

曲中的典型人物与背桩这一民族舞

蹈 有 机 地 融 于 一

体， 充分展现了中

华民族文化的创造

力， 同时也充分展

示了民间艺人的聪

明才智。 背桩既可

以 在 固 定 场 所 表

演， 又可以沿街行

进表演， 表演方式

多样， 演员可以和

观众同欢同乐 ，深

受当地群众喜爱 ，

不仅丰富了人民群

众文化生活， 而且

是对外文化交流的纽带。

讲起自己学习背桩的历史，现任

背桩会长的张四清娓娓道来 ：“

1982

年，我师从张式福、张怀芒两位老人。

听老辈人讲，俺村背桩主要是为祭祀

先祖张昺所创编，它的传授方式主要

以言传身教为主， 没有文字记载，要

学会这门技艺，得靠扎扎实实的真本

事。 ”

1982

年北朱村本着挖掘、保护民

间文化遗存的积极态度，投入资金召

集健在的背桩艺人，对背桩这一民间

舞蹈进行挖掘整理，安排一批年轻演

员传承，使背桩进入兴盛时期，曾多

次代表原郊区进市演出并获奖。 特别

是

2006

年至

2007

年，代表中站区参

加全市传统舞蹈表演，获得传统舞蹈

一等奖，背桩这一传统舞蹈以全市唯

一独领风骚。

如今，北朱村已经先后投资万余

元购置服装、桩具，并且制定了《背桩

5

年发展保护规划》， 对背桩技艺进

行录像建档，挖掘有关遗存，竭尽全

力让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现昔日

风采。

⑨

背桩：背着铁桩跳起舞

本报记者 岳 静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 要说北

朱村最具人气的地方， 当数村里的

张昺祠堂。每天晚饭之后，村里的大

人小孩都会聚集到这里，不是看戏，

而是看村里的小学生、年轻小伙，还

有一些中老年人练习红拳。

北朱村人钟情红拳， 练拳已经

成为北朱村人的一种风尚，上至

79

岁的老人，下到六七岁的娃娃，大多

都能走上几遭。

红拳是北朱村的一种传统武术

拳种，于明朝洪武年间，由北朱村张

氏先祖张昺心腹之交张红演练而

成，至今已传承二十三代之久。

北朱村红拳由

5

路拳架、对练和散打组成，其拳路

攻防多样，跌、扑、滚、翻，动作朴实、步法稳健、刚劲有

力，可强身健体、修身养性、防身自卫，深受人们喜爱。

红拳作为一种传统竞技拳术，在北朱村世代传承，

为抵御外部侵扰，增强村民体质，丰富村民武术文化，传

承尚武精神，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重要的历史价值。

然而，由于近年来乡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文体生活的多

元化，红拳的传承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2008

年

2

月，北朱村两委会本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

尚武精神的态度，将红拳纳入全村发展规划，每年筹措

经费

3

万元用于武术器械、服装购置和排练演出，村老

年协会每年筹措经费

2

万元，用于红拳新人的培养和训

练，并抽调专人管理，挖掘红拳拳谱，撰写武术史，使这

一古老的拳种得以重现生机。

北朱村

61

岁的张征宝是红拳第二十三代传人，他从

8

岁开始练习红拳，

50

余年来，深得习拳的好处。 他说，红

拳是先祖遗留下的宝贵财富，既可强身健体，又能锻炼意

志，这些年来，他已培养徒弟

50

余人。

北朱村红拳经过多年的传承、 发展， 已经深得村

里人的喜爱 ， 村里的武术队也逐渐扬名焦作内外 。

2011

年， 村里的武术队参加河南省武术比赛， 获得两

个一等奖， 两个二等奖， 五个三等奖。 今年春节期间，

北朱村武术队表演的集体红拳获得了河南省 “促和谐、

奔小康” 全民健身系列活动第九届中原武术大舞台展

示二等奖。

⑨

红

拳

：

传

统

武

术

放

异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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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俺村，村民生活丰富多彩，业

余活动安排多，邻里很和气，大家都

是乐呵呵的！ ”

9

月

9

日，

68

岁的靳古

玉正在北朱村的张昺祠堂里与村民

一起看电视，见记者问起村里的文化

生活，他开心地跟记者聊了起来。

村子里的张昺祠堂是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现在是一个小小的村民活

动中心 ，靳古玉说 ，平时他没事的时

候， 总喜欢来这里， 看看村民们练红

拳，自己也可以打打乒乓球，跟村民一

起研究一下书法， 听村里请来的专家

讲摄影技巧，“去年我们练习了一年的

《兰亭序》， 你们看看我们写的怎么

样？”说着，靳古玉跑到房间里，拿出了

自己和村民写的书法，让大家参观。

像靳古玉这样在村里怡然自得

的人还有很多。 近年来，围绕新农村

文化建设，北朱村做了大量深入具体

的工作。 “我们要让新时期的农民在

物质生活充裕的同时，精神生活也富

足起来。 ”中站区府城街道北朱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小爱对记者

说。

2005

年，北朱村投资建设了农家

书屋，藏书

4000

余册，内容涉及国家

法律政策、农业种植等方面，对村民免

费开放。 新组建了农民管乐队、 盘鼓

队、秧歌队、武术队、老虎队等

9

支文

艺表演队，他们每年春节期间，在村里

巡回演出，

500

人齐上阵表演的场面十

分热闹。 每年正月初二村里总会上演

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大型歌舞晚会，

正月初三至正月十五会邀请省内外剧

团到村里演出。 此外，北朱村还连续举

办了三届农民书画摄影展， 极大地丰

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去年

3

月份开工建设的北朱村

综合文化活动中心 ， 投资

300

多万

元，总占地面积

2400

平方米，建成后

将成为村民休闲娱乐的一个好去处，

该中心内设图书室、 电子阅览室、羽

毛球室、乒乓球室、书画展室等多项

活动场所。 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竣

工，预计

2013

年年底投入使用。

2013

年春节北朱村还成功举办了中站区

首届农民文化艺术节和北朱村第二

届民俗文化节。

此外， 北朱村连续

30

年坚持开

展 “五好家庭 ”评选活动 ，每年组织

900

余户“五好家庭”成员代表奔赴洛

阳、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参观学习，

开拓了村民的视野，极大地提高了村

民的素质和发展意识。

在北朱村， 昔日农民 “早上听鸡

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的生活

方式已经彻底改变，如今忙碌了一天的

他们，闲暇之余有了多样选择：看书、读

报、上网、参加文艺活动等，新时代农民

的文化生活越来越多姿多彩。

⑨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本报记者 岳 静

走进位于市丰收路与焦温高速入口西

邻的朱村美苑， 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栋栋高

楼，干净整洁的小区环境让人心旷神怡，在

随处可见的健身区里，各种健身设施齐全，

不时有老人在这里踩踩踏步机、扭扭腰，孩

子在游乐区快乐地玩耍， 好一幅欢乐和谐

的新型农村生活画面！

这就是北朱村的整村搬迁工程， 总占

地面积

145

亩，总投资

2．2

亿元，搬迁群众

涉及

1438

户、

8600

人。 目前，朱村美苑社区

已完成

6

层住宅楼

16

栋，建筑面积

6

万平

方米，

469

户居民已经全部领取钥匙， 其中

260

户已经入住。

17

层高层住宅楼

5

栋已

主体封顶，建筑面积

6

万平方米，可安置村

民

844

户。

14

栋

6

层多层住宅楼和

8

栋

17

层高层住宅楼预计

2014

年

6

月完工。 该社

区还获得了

2012

年度市级新型农村社区

建设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能够住进宽敞明亮的现代化住宅 ，是

几年前北朱村村民想都不敢想的。 北朱村

有耕地

3300

亩，人均

0．85

亩，老村占地

0．9

平方公里。 由于人多地少，

10

多年来，该村

没划过一块宅基地， 全村住房困难户多达

450

户。 另外， 该村还处于采煤塌陷区，有

400

多户住宅因此出现裂缝，变成危房。 多

年来，村民要求划批宅基地、重建住房、搬

迁安置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迁址建设一个社区式的新北朱村 ，成

了该村人的选择。 经过上上下下讨论和村

民代表大会表决， 中站区府城街道北朱村

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张小爱又带领村

两委多次考察研究， 最终决定建设社区式

新农村，撤村并点，彻底改变农村面貌。 在

经过前期所有准备工作后，

2010

年

9

月

23

日， 中站区首个社区式新村———朱村美苑

开工建设，计划

5

年内完成整村搬迁。

朱村美苑按村民集资建房模式建设 ，

有

6

种户型供村民选择。 小区配套设施齐

全， 有自动供水系统和太阳能热水供水系

统，天然气、医务室、图书室、活动室、生活

超市、幼儿园等。

该村完成整村搬迁后， 不仅将彻底解

决北朱村村民住房问题， 还极大改善了村

民居住环境，可节约耕地

200

余亩，置换老

村宅基地约

900

余亩，对推进城乡一体化、

加快工业化进程将起到重要作用。

张小爱告诉记者：“新农村建设任重而

道远，我们力争让村民早日住进新村，享受

城市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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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新貌新生活

本报记者 岳 静

北朱村古民居一角。 本报记者 王正义 摄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桩。

红拳第二十三代传人张征宝正

在表演红拳。 本报记者 王正义 摄

朱村美苑一角。 本报记者 王正义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北朱村村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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