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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二本

可领2000元助学金？

市总工会：这消息是误传
信阳消息（记者金培满）“谁家今年有考上二

本的学生，可携带录取通知书和家庭困难证明到市
工会领取

2000

元的秋季助学基金
!

望相互转告
!

动
动手指，让爱传递下去

!

”近日，一条关于考上二本的
贫困生可领取秋季助学基金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
热传，受到很多家长的关注。 然而，昨日，记者向市
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进行核实时，他们表示，这条消息
是误传。

“这条消息不是市总工会发布的。 ”市总工会有
关负责人对记者说，“这条消息是误传， 我们也在积
极想办法去消除这个影响。 ”该负责人介绍，全市各
级工会开展的“金秋助学”活动，都统一按照工会困
难帮扶有关政策规定的程序、范围和标准严格进行，

不存在凭录取通知书和家庭困难证明即可领到助学
金的情况。

据悉，要为子女申请“金秋助学”的困难职工，需
要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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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件：工作所在的企业、事业和机关单位
已建立工会组织；职工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

400

元，

审核通过的困难职工家庭。

“金秋助学”活动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市总
工会负责对市属单位， 县区总工会负责该辖区内的
企业、事业和机关单位。市总工会提醒家长们不要轻
信这些虚假的信息，这不但会误导亲朋好友，而且会
给正常的助学工作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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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歌声向抗战岁月致敬

首席记者周涛
见习记者李春晓

莫道夕阳晚，余晖亦暖人。 身着白色运动裤、红色
T

恤
的他们，合唱水平丝毫不亚于专业团队，虽然大部分成员都
是爷爷奶奶辈，但他们个个会吹拉弹唱，热衷艺术。 他们就
是市老干局夕阳红艺术团合唱队。

岁月流逝，艰苦抗战的记忆不灭；歌声犹在，喷薄而出
的民族气节永存。 时值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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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之际，合唱队的老
人们正加紧排练，他们要用歌声向那段烽火岁月致敬。

抗战歌曲勾起一代人的回忆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
弹消灭一个敌人……”昨日下午，

老干局活动中心内歌声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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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位老人正在排练合唱《游击队
之歌》。 这些成员虽然两鬓染霜，

但排练起来依然精神抖擞， 激情
四溢。

“

8

月
30

日
～31

日， 我们要

在百花之声合唱这首曲目， 到时
候还有一首《走向复兴》。”合唱队
副队长李志强告诉记者， 为了纪
念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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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合唱团正为
市里的文艺演出加紧排练。

记者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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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张丽作为
合唱指挥者，先教大家锻炼发声，

随后练习合唱。指挥时，她激情满

怀，跟随伴奏身形忽前忽后、手臂
大开大合， 不时看向几名非常认
真歌唱的老人，并报以微笑，“《游
击队之歌》 这首歌我们排练一个
多月才有今天这样的效果。 我们
这代人从小就是唱着这些歌曲长
大的， 所以大家唱起来就感觉特
别亲切，浑身有劲。 ”张丽说。

为了演出精彩 老人们拼了

“那个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万
青年十万兵的东方主战场！ ”“历史
的光辉永放光芒……”合唱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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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朗诵者以激昂的语调，再现了全
民抗战的同仇敌忾和悲悯壮阔，讴
歌了人民军队与百姓的血肉真情。

这首《庆祝属于正义的胜利》

是合唱队成员潘秉清老人的创
作。潘秉清今年已近耄耋，参加合
唱队以来， 一直倾心合唱队的发
展。自从接到艺术团通知，老人好
几个月都没闲着，一心创作诗歌。

“别看他年纪大，在队里可认

真了， 听说是参加市里为纪念抗
战胜利举办的活动， 他一个夏天
都没休息好， 一首朗诵词他能改
上几十遍。”合唱队一名成员告诉
记者，“大家都把精气神拿出来，

也算是拼了。 ”

成员刘晓军退休前曾是音乐
老师，加入合唱队以后，一直担任
着艺术指导，为了这次演出，她专
门在网上一遍一遍地看演出视频；

出身于音乐世家的张丽今年
59

岁， 家有独子刚大学毕业参加工
作，对于她连日来雷打不动地参加

合唱队活动，儿子全力支持。

“要说最辛苦，还要数我们队
长李争和了。 ”潘秉清告诉记者，

合唱队队长李争和曾是老干局夕
阳红艺术团的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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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她身
患哮喘、高血压、风湿等病症，却
一直坚持来排练。 其老伴儿以前
并不爱好唱歌，前不久，得知她是
为了参加市里举办的纪念抗战胜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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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的演出，便每日和老伴
儿一起来唱歌。 “时间久了，他也
跟着一起哼唱， 现在索性加入我
们的队伍了。 ”

“我们想通过唱红歌激励年轻人”

合唱团副队长李志强告诉记
者， 合唱队从

2007

年组建至今，

已经发展到
60

余人，他们的平均
年龄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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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合唱团一直坚持
唱红歌， 曾荣获河南省第三届合
唱节的银奖。

“为了这次纪念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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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的大合唱， 大家一整个夏天
都没有好好休息。”李志强说，“我
们合唱队的兄弟姐妹们不为名不
为利， 都是为了老年的生活更加
健康、快乐，也为了让年轻人不要

忘了这些充满正能量的红歌。 ”

作为合唱队较为“年轻”的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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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李阿姨说：“希望我们
的合唱能感染身边的年轻人，让
他们铭记那段历史， 激发锐意进
取的斗志，好好干事创业。 ”

记者体验“文明乘车”———

耐心排队的多了

拥挤抢座的少了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郭晓雨）公共交通作为城
市里的一扇文明窗口，体现着市民的道德修养和城
市的文明形象。 我市公交车服务如何？ 市民乘车时
文明吗？ 昨日，本报记者乘坐公交车进行体验。

早上
7

时
30

分，记者在民权路东关菜场附近乘
坐上了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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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公交车。此时正值上班高峰，尽管站
牌内站满了等车的市民， 但记者还是看到了这样温
馨的一幕：公交车刚进站停稳后，两位老人一前一后
下了车，其中一位老人腿脚不好，另一位老人便搀扶
起她，尽管两人动作缓慢，老人身后需要下车的市民
还是耐心排起了队，并未催促。

下午
4

时
30

分， 记者又坐上了一辆
2

路公交
车。当车开到东方红大道一个站点时，车上已经没有
一个空位，这时，上来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司机田
师傅呼吁乘客给老人让座， 好几位乘客不约而同地
站了起来，市民王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公共交通是
一个城市的文明窗口，只有每个市民都注重文明，我
们的城市才会更加美好和谐。 ”王女士说。

作为一位有着
10

年驾龄的老公交司机， 田师
傅对于“文明出行”有着深刻的感受。 “现在排队乘
车的人多了，拥挤、抢座、骂人的现象几乎没有，心
态好了，我就能更安全、快捷地把乘客送到他们要
到的地方。 ”

夕阳红艺术团合唱队在组织混合声合唱排练。 首席记者周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