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净肠河，古称桓水，亦称柏

水。发源于观音堂金庄村王家

自然村东北隅的石堰下，堰底有

多处泉水涌出，积而成潭，形成300

多平方米的一潭清水，水平如镜。泉水

四季常涌，甘甜清爽，清澈见底，蔚为壮观。

紧靠潭水南侧临路有一眼古井，随着日月轮

回，水位虽下降，但潭水和古井千百年来从未

干涸，村民吃水依旧。附近的村民说：“可别

小看这坑水，天旱的时候，方圆6个村子都靠

它浇地。坑下有好几眼泉眼，从没干过。”

净肠河横贯县境中部。金庄河源之水，

沿桃园沟曲折而行，至胡沟村东南入上李庄

水库，水东流穿大营而过，河水下行穿小牛

庄水库入张八桥镇境，水下行，至龙泉寺水

库，后东流入肖旗乡，蜿蜒东南流去，在县城

西北隅，与绕城西来的玉带河交汇。东汉时

期，该河的下游（今城区段）因胶东侯贾复洗

肠而更名为净肠河。到 1980 年地名普查

时，净肠河才成为整条河流的名称。净肠河

出县城东南转向东北注入石河，全长42公

里，流域面积273平方公里。

金庄村净肠河源古时有多处泉眼流

淌，如今虽不见多泉飞流的壮观景象。

但净肠河源见证了金庄村的过去和现

在，作为宝丰的母亲河又承载了多少宝

丰人的乡愁！ 来源：宝丰党史

净肠河源头

从金庄村王家自然村的

净 肠 河 源 头 旁 的 古 井 向 东

200 米，登山上行不远，有一

个小菜园子，里边有一石头

砌成的水池，池中清水常年

涌流，从未干涸，这就是村民口中的龙王

池。在龙王池北的岗子上，有一座坐北

朝南用红砖砌成的小房子，那就是龙王

庙旧址。

据村民讲述，龙王庙不知建于何时，

龙王池里的水却从未干过。过去每遇干

旱年份，十里八乡的群众就会敲锣打鼓地

聚集到龙王庙的龙王池前，举行祈雨仪

式，说也奇怪，三五天内必下雨，村民认为

非常灵验神奇。

龙王庙

没梁庙坐落在金庄村西北的山岗上（村

民称龙首山头），俯视着金庄、王家、姜家、吕

家、温家、桃园沟6个自然村。据文物部门考

证，没梁庙始建于隋唐年间，长6.6米，宽4.9

米，整个建筑结构全部采用石灰岩凿砌，石

壁石顶，房内为弧形的穹顶，无一根木料，故

此得名没梁庙。房外屋顶起脊，脊为石雕二

龙戏珠，可惜年代久远，如今屋脊东端的龙

头尾部残缺，而西端的龙及整个凸起的石

雕屋脊被盗。南北坡面覆盖的多彩琉

璃瓦，如今也残缺不全。2004年被

县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站

在外面看，该庙为明一暗五飞檐斗拱建

筑风格，方正的石料，整齐美观的石壁，巧夺

天工。这在当时也算是就地取材了，体现了

先人的建筑智慧，对于研究古代建筑结构和

雕刻工艺具有重要的实物价值。

据村民回忆，之前的没梁庙是三层庙

院，前有山门，没梁庙位居中间，圆券门，有

两扇内开石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换成了

今天的木门），圆券门两侧立有两通石碑，

门前是石头台，后边是一座五间头的玉皇

殿。原来没梁庙里祖师爷的塑像是站像

（麻杆木头泥胎），“文革”中被扒掉了。现

在的塑像祖师爷是坐像，是老会首张山庆

于2002年新塑的。以前每到初一、十五这

里香火非常旺盛，每年的正月十五、十六更

是一年一度的没梁庙香火庙会，附近十里

八乡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地来朝拜、许愿，

也算是宝丰西部的大庙院。

没梁庙

据说隋唐时期，从今天的大石扒行政村的下和平村至没梁庙后过金庄

到桥岭，是一条骆驼古道（古丝绸之路），许多商贾沿着这条古道南下经

商，赶骆驼的商贾到此（距金庄自然村北500米处）都要在路边一家金

寡妇开的旅店歇脚，第二天再向南继续赶路。这个旅店被称为寡妇

楼，是一座面积约二三百平方米的石头房子。随着来往客商增多，这

里逐渐形成聚落。到了唐朝后期安史之乱，民不聊生，商业凋零，金

氏后人被迫举家南迁至今江浙一带谋生，现在的金庄村没有一户金

氏后裔，而金庄村名却一直沿用至今。据村里老人讲，直到1963年农

业学大寨时，金寡妇楼的石基才被拆掉，用于垒砌堤堰之用。

金寡妇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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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名来源

金庄村是观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

的一个行政村，位于县城西北32公里处，东

连崔家村，南抵韩家、石板河村，西至观音

堂村，北邻闫三湾村，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

扇形分布，为浅山丘岭地带。金庄村辖金

庄、王家、姜家、温北、温南、桃园沟6个自然

村，区域面积2.5平方公里，共有260多户、

800多人，耕地面积650亩。村党支部有支

部成员 3 人、党员 21 人。隋唐时期这里已

形成聚落，金庄村名源于一金姓人家在这

里开店始居而得名。

历史沿革

金庄村 1940 年属大营镇。1947 年 12

月属二区。1955 年冬属观音堂中心乡，

1956年属观音堂区。1958年8月属上游公

社，建金庄大队。1959 年夏属大营公社，

1961年5月属大营区。1963年9月属观音

堂区，1965 年 8 月属观音堂公社。1983 年

底属观音堂乡，1984年初金庄大队改称金

庄村委会。2005 年 11 月观音堂乡撤销建

制，属观音堂林业工作站。2021年7月属观

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

现代发展

金庄村以农业种植

为主，主要种植小麦、玉

米、花生、油菜等农作

物和经济作物，少部分

农户养猪、鸡或牛、羊

等，但不成规模。近年

来，金庄村发展了580亩

优质花椒基地、300 亩优

质核桃基地，积极培育集体

经济，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牵

头，整合流转农户坡地20亩，集中整

理打造迷迭香种植示范基地，每亩可收益

1000元。成立了集体企业宝丰县观音堂金

庄村富鑫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荣泽水利

公司注资50万入股到宝丰县兴农有限公司，

每年实现分红5.1万元；光伏小电站一座，年

增加集体收入5万元。

2016年的安全饮水项目保障了村民的

安全用水。2017年完成了农村电网改造工

程，先后建成了文化活动广场、文化大舞台

及标准化卫生室，实现有线电视及宽带安装

入户。全村修通村柏油路5.3公里，往日出

行不便的小山村，现在村村通油路，高低曲

折的水泥路通往家家户户，且实现了村里通

客运班车。投资100万元对净肠河源头进行

了治理。健身广场安装有各类健身器材。

金庄村的民房大多是石垒院墙和石砌

瓦房，房屋古朴，民风淳厚，山川秀丽。美

丽乡村建设以来，村道两旁的绿树红花，打

造的休闲长廊、凉亭，使这个小山村古朴中

显出几分新意灵动，在这里古泉、古井、古

庙、古树与石砌院落交相辉映，古朴静谧与

时尚相碰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村风貌，

是休闲、旅游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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