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葛市石象镇常庄村
位置：石象镇政府东4公里，紧临S325线
概况：有1个自然村4个村民小组。全村共224户1075

口人，现有党员35名。常庄村以豆腐制作和木雕加工两大
传统工艺为特色，2017年被评为河南省传统古村落。

党支部书记：常秋见 村委会主任：白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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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象镇常庄村党支部书记常秋见：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坚信只要付出，就有收获。村民的事无

小事，每一件事对他们而言都是大事。所以，在其位谋其政，为村
里每一名村民办实事是我的任务。发展集体经济是我带领这个村
发展的最终目标。一家富不是真的富，全村富才是真的富。未来，
我们把土地流转后，会成立一个劳务公司，安排村民再就业。我们
村既然是‘河南省传统村落’，就要把手工豆腐这一传统制作工艺
拾起来，打造原生态豆腐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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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书记说心声

常庄村地理位置示意图 制图/毛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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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艺带动古村发展

■ 记者手记

磨盘背后的古村落
□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黄增瑞杨佳倩

刚走进常庄村，记者就闻到一股淡
淡的豆香。该村有十几户人家一大早
就进行豆制品加工。全国闻名的“石象
豆腐”发源于此地。

200多年的传统手工豆腐生产、4代
人的木雕传统手工艺、15米长的仿古影
视墙、近百座红瓦蓝砖老式建筑、数百
年的松柏，使这座村庄具有一种厚重的
历史感。

常庄村曾经的路被形容“卧了一头
牛都看不到”，而今条条大路通四方。
村里原来的道路全部改造成崭新的具
有新农村气息的花墙式路沿道路，路旁

种植各种花草，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闻
到花香。

勤劳、吃苦的常庄人，以发展传统
工艺为出发点。一块小小的豆腐，成为
常庄人发家致富的起源。

常庄村党支部书记常秋见依靠该
村特有的传统工艺优势，为常庄村绘制
了一幅蓝图：利用各家各户收藏的上百
种农耕老物件，开一个村级农耕博物
馆；利用常庄村“非遗”豆腐传统制作工
艺做以豆制品为主的无公害绿色食品；
打造仿古建筑，把常庄村建成一个以传
统工艺为特色的旅游区。

“这面景观墙是我们在去年 7 月份
建成的，材料全是从开封市古玩城购买
的！”

8 月 8 日上午，记者驱车来到长葛
市石象镇常庄村。车从主路一驶入村
庄，记者就见一面东西长近 50 米、高 2
米多的景观墙立于街道一侧。景观墙
墙体使用蓝砖，顶部挑檐使用蓝瓦，中
间有浮雕和窗雕，显得古香古色。

景观墙两端附近各立着一个红石
磨盘，上面刻有“河南省传统村落”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村”字样。
“这只是我们建设‘河南省传统村

落’的一个开端。”戴着一顶遮阳帽的常
庄村党支部书记常秋见对记者说。

景观墙北面，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池
塘，里面有一池清水。

池塘以南一座桥的两侧是刚雕刻
好的十二生肖。

“这个池塘群众叫‘善坑’。我们的
先祖在明朝从山西洪洞迁到这里。这
个池塘有七八亩大，常年有水，几百年
没有发生过溺亡事故，所以村民就叫它

‘善坑’。”常庄村村委会主任白根山说，
这么大的坑，以前一到夏天，大人、小孩
儿都在这里洗澡。说没有人落水也不
可能，但每次有人落水，总有群众出手
相救，化险为夷。

村南头的一个池塘，面积有三四亩
大，里面的水也不是太深，但淹死过小
孩儿。群众因此把它称为“恶坑”。

“我们村之所以被认定为‘河南省
传统村落’，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老房
子多。”常秋见指着村里的 3座老房子对
记者说。记者看到，这些建造于 20 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老房子多为 3 间、2 层，外
墙是蓝砖、房顶是红瓦，非常坚固，而且
冬暖夏凉。如今，常庄村的这种老房子
有七八十座。

另外，常庄村文化底蕴深厚，文物
古迹不少。其中，中原大战时，蒋介石
手下的著名将领顾祝同把常庄当作指

挥部，指挥将士与冯军作战。常家祖坟
的“贡座”，系少见的无石隔青石，精雕
细刻，前些年被长葛市公布为文物保护
单位。

“常家祖坟还有古松柏群，四五百
年的松柏有 8 棵，百十年的松柏有 10 余
棵。夏天，这里成为村民乘凉的天然场
所。”常秋见说。

来 到 常 庄 ，不 得 不 说 产 于 该 村 的
“石象豆腐”。常庄村做传统豆腐，至今
有 200多年的历史。

在距离村庄不远的长葛市白润食
品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长葛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白二湾。“石象豆腐
质地细嫩、弹性好、有光泽，是长葛市的
土特产。”白二湾说，他的父亲白丙彦原
先在村里做豆腐数十年，如今他和两个
儿子都在做豆腐。十几年前，他们家成
立长葛市白润食品有限公司，在做豆腐
的同时做豆干、千张等 40 多种豆制品，
远销省内外。目前，许昌市区的胖东来
超市就有该企业生产的豆制品。

如今，白二湾一家人赋予传统豆腐
生产新的时代内涵，品牌影响力逐年扩
大。

常庄村正依托“河南省传统村落”
这一名望，准备发展集体经济，在土地
流转后让村民入股。“一是成立劳务公
司，安排村民就近到企业就业；二是制
作传统工艺的豆腐，将传统工艺豆腐发
展起来。”常秋见说，在此基础上，他们
村准备建一座农耕博物馆，拂去老房子
的尘土，让古村落重放异彩，最终实现
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望。

“在互联网、电商、物流和自媒体发
达的新时代，传统地缘优势被突破。人
们不论身在何处，都能很快获得信息或
输 出 自 己 创 造 的 价 值 。 大 家 是 同 步
的。广大农村和城市站在了同一起跑
线上，乡村振兴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
机。”长葛市石象镇综合文化站站长赵
会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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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张德祥（右）和老伴儿在自家的老房子前。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黄增瑞 摄

常秋见在景观墙前介绍村里的情况。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黄增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