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穴寺大殿前有几块大石碑，大石碑由几个

大龟驮着。传说这龟叫赑屃，原来是东海龙王太

子敖广。敖广生性顽皮，好动，力大无穷。敖广咋

到风穴寺来驮碑来了呢？这里边有段传说故事。

很早很早的时候，汝州一带一片汪洋大海，

州南的焦古山上还挂着水草哩。洪水泛滥，老百

姓饱受水灾之苦。大禹听说了，就带人到汝州来

治水。大禹到汝州查看了地势，就在龙门打开一

道口子，撤干汝州境内的洪水，救百姓脱离水

患。大禹治水造福百姓，大伙儿都很卖力，可是

龙王八太子敖广却到处捣乱，大禹刚堵好的口

子，他偷偷去扒个漏子，大禹刚疏通的水道，他

偷偷去堵住。大伙儿都不喜欢他，对大禹说：敖

广四处捣乱，可得好好治治他。有一天，大禹招

待治水有功人员，把敖广也请去了。宴席上，大

禹不但没有批评敖广，还称赞敖广力气大，为治

水出了大力。敖广听了，心里很高兴，再干活时

也不捣乱了。哪儿需要堵水了，敖广力气大，就跑到很远很远的地

方背过来一架山；哪儿需要疏通河道了，敖广用双手往地上一扒，

就挖开了一条河，再也没有捣乱过，还立了好多大功。

汝州的水治住了，人们都怕敖广性不正，啥时候性子一起，

又扒口子可咋办呢？大伙儿都把自己的担心对大禹说了。大禹

微微一笑，说：“敖广再也不会扒漏子啦！我有办法。”等到开庆

功大会时大禹宣布封敖广为治水英雄，并亲自写了功德碑文，

让人刻在巨大的石碑上。大禹对敖广说：这是你的荣誉，可要好

好珍惜啊！敖广高兴地把大石碑驮到背上，从此再也舍不得丢

掉了。当然再也不会调皮

捣蛋扒漏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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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汝州的大街上时常会出现魏沟豆腐、

魏沟生态猪肉的招牌，魏沟人用自己的实诚

和谦逊，打造了自己的品牌。

初识魏沟还是1995年12月份，从单位同
事写的一篇《当代愚公魏沟人》的报道中，才

知道魏沟是位于汝州市焦村乡东北部一个

深山村，也是出了名的穷山村。它地处郏县、

禹州、汝州三个市县的交界处，全村仅有人

口780人。在这780人当中，有304人都没去过
当地乡政府，更没进过县城，仅30岁以上的
单身汉就有64人。魏沟人尝到了太多没有路
的苦头，因为没有路，家人有病只得用担架

抬，等抬到医院人已经断了气；因为没有路，

接出的水果卖不出去，只能烂在家里；打点

粮食想卖也拉不出去；因为没有路，外村的

闺女都不愿嫁进来，道路不通成为阻碍魏沟

人发展的头等大事。1995年冬天，魏沟人豁
出去了，在乡政府的号召下，他们全村老少

齐出动，你三百，他捐五百，有的村民把娶媳

妇的钱都捐了出来，全村凑了12万元，买来
雷管、导火线和炸药。每天一大早就上山出

工修路，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口凉水，在陡

峭的山隘上打孔放炮，翻越了17道沟、18道
岭，硬是在山坡坡上开辟了一条5米宽、30里
长的盘山路基，后又经上级拨款硬化修成了

现在的水泥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湘西十八

洞村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口号，提出了要

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

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的扶贫政策。党的扶

贫政策像春风一样，吹遍华夏大地，也吹到

了魏沟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扶贫路上一个

都不能少。在汝州市委、市政府的引领下，汝

州市物价办和魏沟村结成对子，成为魏沟的

脱贫致富帮扶单位。有了单位的支援，魏沟

人脱贫致富的劲头更足了，大山也抖起了精

神，百年古树也昂起了头，仿佛一夜间为这

里增添了生机。小草从裸石的夹缝中挤出

来，像刚睡醒的娃娃反反复复眨着眼睛，感

觉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山坡上的草木如同一

个个小精灵被春风从长梦中唤醒，瞧它们那

欢呼雀跃的样子，定然是在准备着新一轮的

精彩演出。

魏沟村，也是汝州的一个古村落，它是

在大山的最低洼处，这里的人与石头亲密结

缘，石屋、石院、石桌、石椅、石碾、石井、石头

路……石头是他们生活中的情趣，石头圆了

他们的生活梦，暖了他们的心，磨练出了像

石头一样坚强不屈的心。一块块石头，一棵

棵参天的古树，一个个小院见证了魏沟的磨

难与沧桑，沉淀了他们的人生智慧。

汝州魏沟村，古朴、古典、古味，风光秀

丽旖旎。来到这里，你会感觉大山的气息扑

面而来，这里的人厚道热情，当那长满老茧

的山里人，伸出双手热情地握住我们的手

时，会使我们顿感暖烘烘的。在市物价办和

当地村委会的共同努力下，这里正悄然发生

着变化，路基进一步加宽；物价办为贫困户

办起了“魏沟农民脱贫讲习所”为贫困农民

讲政策，想点子促使其尽快脱贫；请来汝州

作协的作家办起了汝州作家魏沟创作基地；

建立汝州市古村落示范村，让这个古村落榜

上有名。在物价办扶贫帮扶下，村里道路上

的牛、羊粪不见了，厕所干净了，庭院更美丽

了，村里村外的墙壁上到处是脱贫致富的标

语口号。人们的干劲更足了，致富的信心更

大了，关键是农民的致富意识增强了。

2018年元旦，魏沟村新时代广场搭建的
舞台上，“汝州市物价办2018庆元旦文艺汇演
进魏沟”正在演出，他们送戏下乡，宣传法律

知识、宣传党的扶贫政策，把最美的精神食

粮让山民们共享！舞台两旁的红色条幅格外

醒目：左侧，撸起袖子加油干；右侧，扶贫攻

坚奔小康！显示出市物价办扶贫工作队和魏

沟群众共同奔小康的决心。

扶贫要扶志，脱贫要扶智。市物价办的

同志和山民们打成一片，他们爱魏沟的山山

水水，一草一木，爱这里的风景秀丽，更爱这

里的淳朴民风。扶贫工作队员和当地村民打

成一片，蹲得住，沉得下，每天深入贫困户家

中，了解每家贫困户的技术专长，主动为魏

沟村的脱贫致富出主意想办法。他们把这里

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帮助贫困户每周至少

打扫一次庭院，每人赠送贫困户一盆鲜花，

每周和贫困户吃一顿饭的“三个一”活动，像

当年的焦裕禄、八路军那样，让贫困户既知

冷暖又送温暖，想方设法为贫困户排忧解

难。魏沟村饲草资源丰富，便于农民依靠本

地资源优势，他们帮助群众在养牛、养羊、养

猪等养殖业上做文章；魏沟的山上都是青

石，他们帮助农民就地取材，让能工巧匠发

展石材加工业；魏沟满山都是藤条，他们也

会组织农民发展手工编织业；还有在山上发

展风电、种植药材，利用优质的山泉水磨豆

腐等等，这些都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好项

目。他们还帮助不宜居住的危房户开展易地

搬迁，部分村民已经搬出大山在汝州城区怯

庄村落户。

如今的魏沟村，已经成为汝州市脱贫致

富的明星示范村，魏沟的豆腐，魏沟的生态

猪肉、羊肉，魏沟的红薯已经在汝州小有名

气，他们以山民的质朴冲出魏沟把自己的产

品销售在汝州城区的大街小巷，魏沟的名字

也深深地印在汝州市民的心里。

还是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树、那

里的人，如今已今非昔比，可以看到村民们

那一张张幸福的笑脸，一块块精美的石头，

一棵棵参天的古树，正伴着和美的音乐，魏

沟人已经演奏出一首首动人的路之歌、人之

歌、山之歌，更演绎出一曲动人的乡村振兴

的幸福之歌！

这个老行当，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估

计连听说过的人也不多。但在上世纪70年代
以前，这个老行当，却是老百姓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行当。

“钉锅锢戮锅的来了没”。记得小时候，

每隔一段时间，街坊的大妈大嫂们都会相互

询问，期盼着匠人们的到来。因为，家里的炒

菜锅、烧水壶、搪瓷盆，烂了或者漏了，都需

要匠人们去修补，如果匠人们再不来，小日

子就要受到严重影响。至于再去商店买一个

新的回来，精打细算扣分捂厘的主妇们是想

也不敢想的。

“钉锅———锢戮锅嘞，有烂锅烂盆来钉

……”黄昏，那声悠长的吆喝声在巷口响起，

主妇们便迫不及待、不约而同地拎着家里需

要修补的锅碗瓢盆前来维修。还没等到匠人

支好摊，就能揽来一大堆需要修补的器物。

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比较贫乏，贫穷的

日子决定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必然是非常节

俭。家里的锅碗瓢盆漏水了，舍不得扔掉，用

又不能用，要修一没工具，二没技术，于是，

钉锅锢戮锅这个行当就应运而生了。

风箱吹起来了、火炉烧起来了、“坩埚”

支起来了，匠人会拿起排在前面的、有破洞

需要修补的锅盆查看破损部位。他们用一把

尖尖的小锤“叮叮当当”地敲击一番，以剔除

烂洞周边锈蚀严重的残体，敲出新茬口以备

修补。如果锅底是一道较长的裂缝，那就必

须根据裂缝长短，用金刚钻在裂缝两边每隔

一段打一个眼，然后把一种类似有盖钉子的

特制材料固定在打好的眼上，以达到收紧裂

缝、锅不漏水的目的。

钉锅需要用锤子、金刚钻等工具，匠人

们的小“百宝箱”里边放着钉锅用的各种原

材料。钉锅的方法类似钉“铆钉”，如果锅上

只有“沙眼”，就给“沙眼”里钉一截铝丝或铜

丝，然后两边砸平就好了。为保证锅不漏水，

匠人们会用麻油把生石灰和成“泥”，钉锅时

在裂缝处先涂抹一些“泥”然后再完成最后

一道工序，这样钉好的锅保准不会渗漏。

有细心的主妇对匠人们的手艺不放

心，会舀一缸水倒进锅里试一下，结果满意

而归。

“锢戮锅”时，准备工作做好，匠人们会

从小抽屉里拣几片碎铜或敲碎的小铁片，按

铁锅破洞大小取适量放入“坩埚”。又用小火

铲在炭火中间扒出一个小坑放入“坩埚”，再

将炭火攒拢覆盖其上，随手开始节奏均匀地

拉动风匣鼓风使其升温。待炉火燃旺时，只

见那原本黝黑的铜或铁片在“坩埚”里明显

变红软化，再由通红到亮艳的橙红，直到完

全融化为熠熠闪亮的金属熔液。

此时，匠人们会拿一块满粘油污的废旧

鞋帮脸儿，在左手心里窝出一个小窝来，撒

些湿糠（湿锯末或炭灰之类）衬底，右手拿一

把半尺长的火钳夹一只小勺状的“舀子”，把

“坩埚”里浮在表面的残沫撇去，又舀出适量

“熔液”倒入左手上鞋帮窝成的小窝儿里，同

时晃动手腕将熔液团成一只刺眼的小火球，

迅速从锅底的破洞外将“火球”伸进锅里，再

拿一只圆柱状布卷用齐平的一端在锅里对

准“火球”一按一擦，与内壁抹平，破洞立马

完美地补上了。

待稍冷却，他们用另一只布卷沾一点油

灰混合的灰膏在补好的地方认真擦拭一番，

再翻过锅来在外面用黄泥涂抹一下，活儿就

算完成了，这便是“锢”锅的整个流程。在这

个流程中，匠人们目光镇定、一丝不苟，工作

起来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

“锢戮锅”的过程并不复杂，但技艺不可

小觑。炭炉的火候、熔化的温度、锅孔的大小、

熔液的多少、“按火”的时机等等，紧要处就在

那一眨眼间，都要拿捏得恰到好处，双手配合

默契，方能一气呵成，完美而不留缺憾。

在这座中原小城，钉锅锢戮锅的匠人最

初是挑着一个担子（后来是拉架子车）走街

串巷的。担子的前边放着马扎凳儿，方便自

己钉锅时坐下来工作。至于他们的形象，因

为风餐露宿、风吹日晒，且工作环境和使用

工具肮脏，自身也不敢恭维。但他们的手艺，

却容不得半点质疑。

还有，即便是在当时，“钉锅锢戮锅”的

价钱也非常便宜，且价钱多少取决于锅的破

碎程度来计算价钱。一般情况下也就二分、

五分，最多两毛钱。如果有好心的街坊能管

上一顿饭，不仅是对匠人们的一种安慰，而

且这家人需要修理的东西是免费的。

夜幕下，将眼前的活计修理完毕，火炉

中的火苗渐渐熄灭，匠人们便带着一身的疲

惫，拉着架子车踽踽消失在夜幕里。

岁月的年轮中，总有一些“老行当”是穿

插在记忆中的，每种老行当的存在，都是一

段珍贵的童年记忆。虽然那些曾在生活中占

据一席之地的身影，如今都已渐行渐远，渐

渐式微，但每一段斑驳的记忆，都值得我们

去珍藏、去回忆。

郁文桥，百姓俗称玉虎桥，其旧址位于汝

州市区文峰游园南侧，城垣南路与南关东街

交汇处。郁文桥为清代雍正元年，汝州知州章

世麒大修汝州城时，组织民夫重新疏浚备水

渠后，在备水南渠上新建的一座单孔石拱桥，

因其在文峰塔下，遂取名“郁文”，以祈汝郡文

风繁盛。

道光《直隶汝州全志·桥梁》卷三记载曰：

“郁文桥，坐落城东南两郭之交，下即城北甘

灵泉所经处也。雍正元年，州守章世麒创建。”

道光《直隶汝州全志·城池》卷三记载曰：

“浚城隍以通城北之甘灵泉，筑堤于东以遏水

势，俾濠水环城而南，沿渠纡折以入于河，跨

桥其上，题曰：‘郁文’，遥映文峰，祈文盛也。

是岁恩科，士荐贤书者二人，岁亦渐登，虽曰

适逢其会，应感之理，地灵人杰，亦未必非培

护之力也。”

道光《直隶汝州全志·灾祥》卷九记载曰:
“雍正四年，丙午，州城东甘灵泉涌。旧志载，

泉一名进士泉，水环城东，自西南入河，亦曰

玉带河，时出时涸，出则科第发，岁丰稔，泉涸

二十余年矣。是年春，忽随地涌出，淙淙不

竭。”

备水渠是明代汝州东关地区，为了引流

时常发生的洪水，由官府主持开凿的一条人

工泄洪渠道，该渠宽一丈，深八尺，总长约八

里，以东城濠为界，分为备水北渠、备水南渠

两段。因汝州东关的地势较低，发源于城北纱

帽山、太祖山、玉皇山、风穴山的诸山水系，经

大大小小的沟壑，奔流直下，部分水流取道东

关后，向东南经郭庄、闫庄汇入汝河。以现今的地形来看，东关北

部的焦洼、梁庄、田屯等地，由山洪南流冲刷而形成的大沟壑共有

三条，分别是从大陈、范集、北王庄、十里铺、高庄、焦洼、石岗南下

的水系；从刘沟、杨庄、常庄、下程、崔庄、梁庄南下的水系；从百户

沟、马窑、许湾、田屯南下的水系。据熟知老汝州城风物掌故的姚

国旗老师介绍，在上述的三条水系中，对东关影响最直接的为焦

洼、石岗而来的水流，梁庄、田屯两地的水流，从眼下来看大部经

吴洼、党屯向东南流去，但仍有少部分水流经史庄、李庄南流进入

东关，尤其是夏秋季节暴雨之后，山洪倾泻而下，在水不归槽的情

况下，东关街自然首当其冲，极易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因此，古

人在上述区域修建围堰，人工开挖水渠引流洪水，也就成了当时

重要的民生水利工程。

明弘治八年（1495年）夏，由于备水渠年久失修，洪水下泄不
畅，东关街发生特大水灾，淹没房舍，冲毁财物，对当地百姓的生

产、生活造成极大破坏。时任知州赵永桢经过实地考察后，决心根

治水患，于次年春，组织民夫500余人，自城北八冶庙开渠，将沿途
众沟壑之水引流至东北城濠内，此段是为备水北渠。然后又自东

南城濠开渠，导引水流进入汝河，此段是为备水南渠，并在南渠之

上修建石桥，方便过往行旅，渠旁栽种柳树、榆树等绿植，保护土

壤，减少渠岸侵蚀。从此，困扰东关地区的水患得治，百姓再无漂

泊之苦，一时间称颂之声，此起彼伏。

汝州学正任仪所撰《重修备水渠记》曰：“州之北皆重山，山之

下多沟涧，其势直趋于南，而是关适当其冲。每夏秋淫雨，山水泛

滥，居民湮圮者常五六，民甚病之。时虽知有古渠堰以防其患，每

闻于守，间有知之而弗为，为之而弗力焉者，以是因循弗就者累

岁。今我侯来知州事，不逾年，以兴利除弊为心，以捍灾御患为事，

凡有益于民者，悉次第举行之，略无靳意。乙卯秋大雨，一夕暴至，

关民頽屋坏垣者将几百家，居而囷庾，商而货贿，多被淹没，至若

几榻食饮之器，亦皆漂流十余里，嗷嗷之声接于道路。侯闻之恻

然，于中若己，推而纳之也。当是时，即欲相势以预防之，适朝觐不

遑。今春归，首访旧渠得实而开拓之，遂募乐于趋事者得五百余

人，畚鍤悉具，择勤干吏老三人董其事。自州治北八冶庙迤东开渠

起，至东城隅止，计深八尺，广一丈，长五里许。众水自北来者，皆

自北渠入于东北城壕，径东南城壕入于南渠，而潨泄于汝矣。南渠

实当东西通衢，又架石梁以便舆徒之往来。渠傍植榆柳千余株，用

防日后之侵者。是举也，凡木石之储需，工役之廪饩，皆侯自区画，

不烦公私，而自足于用。经始于季春三日，落成于孟夏四日，彼渠

开得前渠旧迹者，大率八九，人又以此异之。吾知今而后，虽暴雨

如倾盆翻瓢，而居民安堵，向之所谓漂没之患，可保其必无矣。将

来植木之成绿阴，满岸翠色，沿堤行者负者，又得以憩息焉。夫水

患息而民居安，民居安而生业遂正，犹人之肩背无恙而可以运用

天下事矣。”

备水渠开凿后，明清两代屡塞屡修，而备水渠桥作为连接东

关与南关的通衢要津，更是历代重修的重点，因之继知州赵永桢

在备水南渠上修建石桥的200余年后，知州章世麒再次在备水渠
上创建石桥，以便人们的出行往来。可惜的是，这座有着厚重历史

底蕴的古桥梁，最终也没有躲过消逝的命运，在2012年前后，城垣
路南延工程中被埋入地下，与残余不多的备水南渠一起，消失在

人们的视野中，成为时代记忆中的一道风景。值得庆幸的是，汝州

档案局收存有郁文桥的珍贵历史照片一帧，该照片拍摄于1954
年，由汝州市文化界知名人士唐子正先生捐献。今天的人们通过

这张照片，尚可一睹郁文桥的旧貌，该照片以文峰塔为背景进行

拍摄，郁文桥当时保存尚好，桥面残存的石雕护栏，由方形石柱相

隔，在桥的西侧有碑楼一座，桥的东侧同样有石碑一块，推测这两

块石碑应该是不同时期修缮郁文桥后树立的碑刻。

同时，1984年，临汝县（汝州）汝瓷博物馆曾组织人员，在全县
开展古桥梁遗存现状调查，对郁文桥的结构和尺寸进行了详细测

量记录。次年，该调查报告被《中原文物》1985年04期刊登，其文
曰：“玉虎桥，位于县城东部，在南关与二里店之间的一条小河上。

桥面长5.3米，宽5米。拱作圆弧形，宽3.1米，高1.90米，采用长1.10
米、宽0.80米，厚0.25米的长方形微弧条石横置砌成。拱两端用外
弧长0.66米，内弧0.55米、宽0.40米，厚0.25米的短弧形条石镶边，
两石之间则采用条形铁扣固定。镶石外表顺拱形刻二阴线作装

饰。桥的一侧，拱顶端置一长0.60米，宽0.35米，厚0.38米的正方形
石雕龙首，后置一圆形龙尾，均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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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新民 摄于焦村镇水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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