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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都洛阳沿滨河南路往西 86 公
里便是我的家乡——河南省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苏羊遗址的所在地苏羊村。

《水经注》卷十五《洛水》篇记载，“洛
水所经有檀山坞、金门坞、一合坞、云中
坞、合水坞……”，“洛水又东，渠谷水出

宜阳县南女几山，东北流经云中坞”后入
洛水；《宜阳县志·古迹》注曰“云中坞，即
今之苏羊寨”。坞者，小城堡也，又名庳
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云中坞就是建
在一块高地之上，犹如云端之城堡。故
苏羊寨在北魏之前又名”云中坞”。苏羊
寨是豫西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古村落之
一，2014年苏羊村入选中国古村落名录。

花果山仙桃峰余脉往北延展至洛河
岸边，地势险要，土地肥沃，水草茂盛，羊
肥，鱼丰。这里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
动。在我童年的时候，北寨门内、外随处
可见磨制的石斧、石刀等，新石器时代的
劳动工具。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苏羊
遗址进行了考古挖掘、证明。“苏羊遗
址东西长 500 米，南北宽 800 米，文化堆
积层达 6 米以上，出土有泥制彩陶，黑
陶，夹沙灰陶及大量石器，距今大约5000
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遗
存”。（考古资料） 古人以渔、猎为生，苏
羊附近北临洛水，可以捕鱼，南接华岳，
有大量的野羊野兔等可以猎食，土地肥
沃可生一定的禾苗，以供煮食。汉字为
象形文字，繁体蘇字，草字头下边一鱼一
禾，加之野羊遍地，故名，苏羊。

随着氏族社会的没落，封建王朝的
诞生，春秋，战国时期，苏羊已是军事重
镇，历经战乱至西汉末年，汉光武帝刘
秀、王莽大战于洛水两岸，公元 27 年平
定赤眉军以后，为巩固新的东汉政权，确
保帝都洛阳西南通道的畅通与平安。遂
分封刘氏族裔镇守苏羊，（便是刘氏东庙
始祖）筑寨安营。

苏羊地势险要，东面深沟，西面悬
崖，南面少部分与高塬相接其余也为深
沟，北面顺坡而下是洛水南岸。苏羊寨
的规划和构筑顺天应地，取法自然之哲
学精神。沟沿和崖脑筑以单边夯土，与
坡地链接部分，深挖高填。寨中间有一
大街，名为石羊街，立有石羊石猪，以壮
寨威。设南北二营防守，街南为南营，街
北为北营，是为西寨也！现在依稀可变，
西寨建的比较早，院落都没有临街南屋
为门楼制，与东寨不同。

随着人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特别

是元朝末年，刘姓西庙始祖镇殿将军刘
贵为避战乱加之与原居刘氏乃同宗，于
是携家人等于洛阳迁至苏羊寨后，作为
殿内将军的他，高瞻远瞩，见多识广，为
加强苏羊防卫，扩建苏羊寨，增加了苏羊
东寨。筑南、北寨门，新建的寨墙为复式
夯土，高5—8米，顶宽3米，外侧建有垛
墙净高 2 米，呈锯齿形垛口，全寨周长
4000余米，依势起伏，四角设有烽火台，
宛若长城。寨中有寨，更加坚不可摧。
寨内增挖水井，完善排水系统，不断改善
民生。

随着明朝政权的稳定，社会秩序重
新建立，人口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上寨下
村，多姓融合的多元居住环境。比较大
的姓氏有，刘姓、张姓、胡姓、罗姓、黄姓、
马姓等十几个姓氏。农业、手工业、商业
陆续得到发展，继而兴建了南石桥和北
石桥，使交通更加便利，四通八达。东由
洛南古道直达洛阳；西经洛宁过熊耳山
能通长安；南经木柴关通嵩县直达南方；
北过洛河渡口，经山乡驿与京洛大道相
连。前些年出土的勒石，《大明苏阳镇》，
证明那时的苏羊是一派繁荣景象。

清末民初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民不
聊生。民国二十二年，苏羊筑寨碑记载，
寨首刘炳荣率众重修苏羊寨，增其石壁，
固其要隘，加固了南北寨门，加岗设哨，
日夜巡护，以防匪患。南寨门上刻石“南
望华岳”“向阳寨”北寨门刻石“北临洛
水”“苏羊寨”因北寨门未用石头加固，年
代久远，所以刻石不知去向。

苏羊寨随天理应自然而建，承民族
传统设有宗庙、戏楼、戏台、庙宇等。在
我童年依稀记得。每条街道尽头都有庙
宇，有土地庙、关帝庙、观音庙、龙王庙
等。各大姓氏都建有祭祀的宗庙，由刘

氏宗祠，东、西两庙。张家祠堂、胡家祠
堂、罗家祠堂、兰家祠堂、黄家祠堂、马家
祠堂；有八祠堂，四戏楼之说。这些建筑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的用于办理学校，有
的年久失修毁于一旦。记得我上小学
三、四年级的时候，是在下村的兰家祠
堂，五年级及中学在寨上的刘氏宗祠；现
已都不复存。

现在政府已决定分阶段重修，现存
的苏羊民居，多为明清及民国建筑。晚
清及民国时期的家俱多有遗存，拴马桩、
上马石等文物，随处可见。

由于苏羊寨历来都是军事重镇，在
长期的戍边和军事演练中，不乏能排兵
布阵的军事将领，他们所演练的阵法经
历代演变，在和平时期逐渐形成了一种
社戏文化——苏羊竹马。

苏羊竹马用竹子编成假马，然后糊上
彩纸加以装饰，中间有方孔，加上背带，演

员跳入“驾马”前行，多个兵种组成队形，
有手持盾牌的，有步兵、有马童等，往往跑
一次竹马需要几十个人。众人依次而出，
演练各种阵法，有五星阵、七星阵、九星
阵、单十梅阵、双十梅阵、太极阵、八卦阵
等十几种阵法。边上战鼓齐鸣，热闹非
凡，气势雄壮，规模宏大；每逢佳节苏羊人
都要把竹马跑起来以示庆祝。2011年苏
羊竹马已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正准备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春去秋来，乡情更浓，如今已拥有
“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和国家级“中国传统村落”三
块金子招牌的苏羊寨，正在国家和政府
的关怀下整修重建，第一批整修工作已
经结束，第二批正在整修中，相信不久的
将来，苏羊寨一定能恢复昔日风采。向
游人展现古老的苏羊风貌。衷心祝愿我
的家乡明天更加美好。

古道险关云中坞 历经沧桑苏羊寨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状况》及典
型案例。自最高法连续四年公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年度白皮书以
来，这是首次发布专项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的白皮书，意义重大。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新时代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
基本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
局、科学谋划，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部署实施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应该说，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坚持以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强化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依法公
正高效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就能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
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段时间以来，长江流域破坏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案件多有
发生。数据显示，2016年初至 2019年 12月 31日，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各
类涉及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刑事案件 42230 件，民事案件
112265件，行政案件 75591件，公益诉讼案件 2945件以及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案件 58件。一个个数字既表明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的严峻性和紧
迫性，又在一定程度彰显了各级人民法院依法保护长江流域高质量发
展所做出的司法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保护长江生态，强力震
慑生态违法行为，不断提升环境司法效能，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是法
治所系。

纵览此次发布的白皮书，就是要多措并举，全面提升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治理法治化保障水平。白皮书共分为四个部分，针对顶层设计、
司法观念、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有利于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准确把握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基本
内涵，找准履职尽责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与此同时，白皮书中的附录部分特别增加了司法案例，对司法实践
具有很强的指导性。这些案例既包括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的案例，
也包括环境资源审判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其中，公布
的 10个长江流域水生态司法保护案例，有 2件刑事案件、6件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以及在刑事公诉之外另行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各 1件。这说明各级人民法院要综合
运用刑事、行政、民事三种责任方式，发挥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的作用，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从更高层面
看，环境资源审判案例与保障高质量发展案例，犹如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的司法两翼，一则保环境、一则促发展，一则对接生态战略、一
则融入发展战略，双管齐下方能实现以大保护促进大发展的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硬约束机制尚未建立，长江保护法治
进程滞后。作为母亲河，保护长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义不容辞；作
为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
的重大战略，依法护航高质量发展是必然要求。从这个层面看，依法
保护好长江流域生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需要各级人民法院切实增
强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进一步完善法治化保
护机制、推进法治化保护进程，共护一江清水向东流。

“让长江留住绿水青山，让民族记住乡愁诗意”。今年是打好长江
保护修复攻坚战的决胜之年，也是长江十年禁渔计划的开局之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任重道远。各级人民法院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作用，扎实推进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更加有
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十四五’时期，是打造优
质粮食工程升级版的关键期，是
粮 食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攻 坚
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规
划 建 设 司 司 长 钱 毅 9 月 25 日
说。他表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未来将把优质粮食工程作
为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最
直接、最有效的载体抓手，继续
突出抓好“五优联动”、“三链协
同”，大力开展粮食绿色仓储提
升等“六大行动”，使优质粮食工
程真正成为兴粮之策、惠农之
道、利民之举。

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钱毅介绍，全国深入推进优
质粮食工程，加快粮食产业高质
量发展第一次现场经验交流会 9
月 26日在浙江湖州召开。

“优质粮食工程自 2017年启
动实施以来，在增加优质粮油产
品供给，促进农民增收、企业增
效、消费者受益，推动粮食产业
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取得明显成
效。”钱毅表示,这次会议是继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连抓三年、
紧抓三年粮食产业经济，接连召
开三次全国粮食产业经济发展
现场经验交流会之后，将深入推
进优质粮食工程和加快粮食产
业高质量发展贯通起来，召开的
第一次现场经验交流会，具有重
要而深远的意义。

据介绍，优质粮食工程实施
以来，各地谋划布局粮食产后服
务体系、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
体系、“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三
个子项共 8900 多个项目；中央
财政带动地方各级财政和社会
投资总投入超过 815 亿元。截
至 8 月底，已完成 5828 个项目，
建成 4000 多个粮食产后服务中
心，新建和改造提升 1500 多个
粮食质检机构，各省份支持建设
389个“中国好粮油”示范县。优
质粮食工程总体进展顺利，“三
链协同”趋势明显，“五优联动”
深入推进，满足市场需要的优质
粮油产品不断增加，一批骨干企
业做强做优，一批区域品牌知名

度美誉度快速上升，为向更高水
平迈进打下了坚实基础。

粮食产后服务促进提质减
损带动农民增收。到今年年底
4000 多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全
部建成后，将实现全国产粮大县
全覆盖，所覆盖区域内的粮食损
耗浪费和霉变损失平均降低 4
个百分点。

粮食质检体系从源头有力保
障“舌尖上的安全”。全国累计增
加检验参数 2.9万个、月均检验样
品数增加 2.6 万个。去年全国政
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大清查
中，检验样品 13万个，守住“舌尖
上的安全”第一道防线。

“中国好粮油”行动有效增
加优质粮油供给。以示范市县、
示范企业为着力点，建设优质粮
源种植基地、发展订单农业，保
障优质粮源。中化现代农业、中
粮粮谷、北大荒等龙头企业，充
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
立足产业链优势端，向前后两端
延伸，推进优质粮食产购储加销

“五优联动”，取得积极成效。特
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好粮油”示范企业在粮油
保供稳价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湖北省 151 家粮油加工企业恢
复开工生产，92 家“放心粮油”
配送中心、1560家连锁店坚持营
业，持续稳定向市场供应粮油，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优质粮食工程衔接产业扶
贫，助力脱贫攻坚。中央财政补
助资金投入 40 多亿元，倾斜支
持 200 多个国家级贫困县实施
优质粮食工程，实现粮食产业发
展与脱贫攻坚产业扶贫、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有机衔接。

钱毅介绍，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将继续打造优质粮食工
程升级版、放大成效。

他表示，深入推进优质粮食
工程，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发
展，是未雨绸缪增强应对风险挑
战能力，在更高层次上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现实需要；是继完成
脱贫攻坚任务后，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的现实需要；是提高粮食流
通现代化水平，积极融入新发展
格局的现实需要。在稳步提升
粮食产能的基础上，加快粮食产
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由增产向提
质导向转变、巩固脱贫成果、助
力乡村振兴，优质粮食工程是最
直接、最有效的载体抓手。“十四
五”时期，是打造优质粮食工程
升级版的关键期，是粮食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攻坚期，要突出抓好

“五优联动”、“三链协同”，充分
承接和运用优质粮食工程既有
实施成果，大力开展粮食绿色仓
储提升、粮食供给品质提升、粮
油品牌营销提升、粮食质量追溯
提升、粮机装备加工提升、粮食
应急能力提升“六大行动”，使优
质粮食工程真正成为兴粮之策、
惠农之道、利民之举。

五优联动 三链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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