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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梁园区李庄乡，一个美丽而富有传奇的地方。
穿梭其中，故堤、水库、生态园，总有些景色值得你驻足；抚今追昔，古柿园、蒙墙寺、古村落，总有种神秘索绕

在心间。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许早已习以为常，没有了我们这群外来人的新鲜。
新景观也好，老故事也罢，当我们用心去聆听、体会，试图去揭开它的一层层神秘面纱时，这个有着千年历史

的古老容颜总是若隐若现。再翻看历史，更是叫人浮想联翩。
今天，我们笔下的李庄故事，也是起源于千年之前。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全媒体采访活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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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郑阁水库后，我们沿
黄河故堤南侧一路东去，突然，
故堤拐了个弯，鸟语花香，非
常迷人。站在故堤上，往南看，
村庄旁的树木郁郁葱葱；往北
看，一片片良田、树林、房屋遥
相辉映，风景十分优美。

据了解，李庄乡境内的黄
河故堤西起郑阁，东至蒙墙寺，
大堤保护完整，堤上有各种果
树、杂林，大堤弯弯曲曲，巍峨
壮观。由于故堤紧靠黄河故道
万亩林区，当地百姓称其为土
长城。李庄乡前些年大搞退耕
还林工程，广大群众种树积极
性高，故堤南北树木长势较旺，
大大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说到这里，还得讲讲这里
“农民不种庄稼”的故事。就拿
裴武庄村来说，全村 2700 多
人，3039亩耕地，却只有三四百

亩的土地种庄稼。不过，人家
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比咱城里
人差。随行的该村党支部副书
记兼会计裴传动说，村里大部
分村民依托黄河滩地及故堤特
有的资源，搞林木种植，全村还
开起了 30 多家木材加工厂。
长成以后的树木，村民们可以
直接卖掉，也可以在家门口搞
各种木材加工，然后再对外出
售给家具厂等。

村里的木材加工厂包括揭
皮厂、解板条厂、压板厂等，新
砍伐的树木，从树根到树枝都
能加工成材。

林木种植及木材加工业的
发展，使得这里的男人有了活
干，女人在家门口也照样能挣
钱。

（执笔：商丘报业全媒体记
者 宋亚威）

蒙墙寺位于梁园区李庄乡蒙墙
寺村，黄河故道大堤南侧。蒙墙寺，
也许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它有着
久远的历史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蒙墙寺村的闫召民对蒙墙寺的
历史研究情有独钟，多年来，他精心
守护着这方土地，使沉寂千年的蒙墙
寺金光重现。

蒙墙寺，战国时为宋国蒙地，秦
置蒙县，汉因之，属梁国辖地。蒙城
寺原为古蒙城所在地，后世在此修建
了寺院。遗址上现存明成化、清康熙
年间石碑各一通。最后的寺庙是在
1958年拆掉的。

因古蒙墙寺坐落在汉代梁园的
蒙县故城，后多次翻修重建，延续到
解放后，在文化遗址上还保存有汉代
古井，以及古代大殿朝柱墩，唐三彩
古建筑龙纹琉璃脊，宋代砖雕佛像，
明、清重建寺庙的石碑等文物，1986
年被原商丘县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现为市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蒙墙寺所坐落的蒙县故城是古
代大哲学家、思想家庄子的出生地，
又因该寺历史久远，规模宏大，地下
遗存文物较多，文化内涵深厚，后由
商丘市和梁园区在蒙县故城的遗址
上恢复了古蒙城寺，即蒙墙寺大殿六
间。

宋朝以前，位于蒙墙寺村的庄子
祠堂就已存在。庄子过世后，就安葬
在这里，并建造庄子祠一座。后来黄
河泛滥，庄子祠便被黄河泥沙层层覆
盖，人们对此也就逐渐淡忘了。

泥沙可以埋没很多东西，但埋没

不了历史。
根据河南省地名研究学家研究，

蒙墙寺村名字中的“蒙”字，应为古蒙
县在地名中留下的痕迹；“墙”则指古
城郭，是地名的进一步演变；“寺”是
后来建了寺庙的缘故。蒙墙寺村保
存有明成化四年（1468年）关于重建
蒙墙弥陀寺的碑记，即是另一有力物
证。

闫召民还给我们讲了一个传说：
程咬金做“皇帝”期间曾来过蒙城寺，
并在一堵墙上晒过衣服，从此便改名
叫蒙墙寺。

李庄乡：神秘面纱下的绝美容颜

黄河故道给李庄乡留下了
底蕴深厚的文化遗迹和美丽动
听的历史故事，同时留下了生
命之源。

进入郑阁水库，附近“商丘
水源地”的牌子非常惹眼，工人
正在清理杂草。郑阁水库库区
面积 15.3平方公里，水库总库
容 2630 万立方米，兴利库容
1200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
10万亩。郑阁水库的主要建筑
物洪水标准重现期设计为 20
年一遇，校核为50年一遇。

据了解，1958年，河南、山
东两省共同开发黄河故道，在
黄河南侧修建引黄渠首闸，沿
黄河故道建成林七、吴屯、郑
阁、石庄、王安庄 5 座梯级水
库，兴利库容1.13亿立方米。

市水务集团宣传部部长刘
建松介绍，商丘是个缺水大市，
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不足全国、
全省平均水平的 1/8和 1/3。随

着国民经济和城市建设的不断
发展，水资源不足已成为商丘
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为从根
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经省政府
批准，1992年，上马了新三义寨
引黄供水工程。

刘建松说，2004年，我市以
郑阁水库引黄水为水源，建成
了第四水厂，第四水厂供水量
占市区用水需求总量的80%以
上，关系到市区安全供水的大
局。所以说，郑阁水库就是商
丘城市居民用水的“水缸”。

郑阁水库作为我市重要的
水源地，同时发挥着灌溉枢纽
的作用。

马凤英说，在水利方面，民
商虞干渠通往虞城方向，源头
就在新郑阁，南干渠在侯庄有
个分闸，东干渠往东延伸到东
沙河，惠及双八镇、中州街道
办事处、建设街道办事处和张
阁镇等地。

林木种植富了一方

商丘市民的“水缸”

古柿树承载祖辈的儿时记忆

沉寂千年的蒙墙寺

位于黄河故道河滩上的裴
武庄村至今还有一个柿子园，
生长着 30多棵柿子树，大的要
两人才能合抱。仰望树梢，历
经百年、饱经风霜的柿子树则
是一派历久弥新的景象，其枝
繁叶茂超出我们的预想。

柿子树有多老？裴武庄村
村民都能说得清：200多年了！

这些柿子树与蒙墙寺的古
老无法相提并论，但这片土地，
则充满了传奇色彩。因为柿子
树的存在，裴武庄村更被披上
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据该村一些长者及随行的
李庄乡组宣统委员马凤英介
绍，这些树为武姓人家栽植。
裴武庄村原来叫淤洼村，一户
袁姓人家来到村里，改成袁岗

村。再后来，在山东曹县管理
黄河的一位武姓官员来到这
里，栽植了大量柿子树，并将村
子改成大武庄。1957年，一裴
姓人家当了这里的村支书，大
武庄便改名叫裴武庄了。

而今，裴武庄村裴、武二姓
人家占八成以上。

柿子树是裴武庄村的“恩
树”。当年的黄河滩地都是盐
碱地，风沙肆虐，贫瘠的土地难
以供应人们的口粮。柿子树上
结的果实不仅可以直接食用，
也能做柿饼，让裴武庄的人们
度过了艰难的日子。现在，人
们的日子好过了，柿子树履行
神圣使命的时代则没有终结，
每年外出的人们也会带上些老
家的柿饼。

李庄乡的木材加工厂 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魏文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