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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峥嵘岁月 致敬革命英雄
———我市开展“感恩英雄、关爱老兵”活动现场见闻

老兵，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是一段
历史的见证，是新中国从血与火中崛起
的亲历者。 连日来， 为庆祝建军 91 周
年，信阳军分区、信阳中院联合开展“感
恩英雄、关爱老兵”活动。

箭厂河，是新县的一个乡。 这个位
于大别山腹地的乡村，在 20 世纪 20 年
代，是著名的“红窝儿”。当时不足 1.7 万
人的箭厂河，为革命牺牲、失散达 1.2 万
人，仅在箭厂河的一块不足 1 亩的田里
就被杀害 300 多人。 “山山埋忠骨，岭岭
皆丰碑”是这里的最真实写照。

仲夏时节，酷暑难耐。 7 月 26 日上
午， 信阳中院党组书记、 院长张新中，
信阳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洪坤星，全
国人大代表刘文新、省人大代表王长富
一行，顶着烈日，走过蜿蜒曲折的山路
来到鄂豫皖革命老区新县箭厂河乡，走
访慰问了红军失散人员曾广长和杨仕

猛老人，并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向他
们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

“党和人民不会忘记您。 希望您保
重身体，健康长寿。 ”今年已是 105 岁高

龄的曾广长老人出生在一个满门英烈

的革命家庭，16 岁参加革命， 先后在红
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安麻抗日支队
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多次身负重
伤。 解放后，带领乡亲因地制宜、勤劳致
富，成为农村致富带头人。 “您好，身体

还好吧？ ”一走进曾老家，张新中、洪坤
星就握着他的手，一边问候，一边给老
人送上了慰问金。 曾老的耳朵有些不太
好使，见有人来访，微微地笑着看了看，
朝大家敬了一个军礼。

随后，张新中一行来到红军失散人

员杨仕猛家。 详细了解老人的健康状况
和生活情况，嘱咐其家人一定要照顾好
老人，让他们安享晚年。 1922 年出生的
杨仕猛，10 岁参加红二十五军， 转战在
红安、麻城一带，在战斗中多次负伤。
当年的“红小鬼”，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
耄耋老者，脊背有些驼了，耳朵有些背
了，腿脚也不利索了。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是他们当
年舍生忘死，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张
新中说，当年他们抛家舍业远离家乡父
母，为保家卫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和重
大的牺牲，我们应该向老英雄致敬。

当天下午，洪坤星一行又赶到光山
县十里镇，亲切看望“维和英雄”姚道祥
和退伍老兵袁大保，并送去了米面油。

“虽然脱下军装，要退伍不褪色，在
本职岗位上再立新功。 ” 洪坤星握着已
转业安置到光山县公安局看守所的姚

道祥的手，叮嘱他说。
忆峥嵘岁月，向英雄致敬。 是他们

用血肉之躯阻挡了敌寇的入侵，用坚毅
的信念，灿烂的青春为共和国书写了伟
大篇章，他们应当被牢记，他们应当被
缅怀，他们应当被敬仰。

看望新县红军失散人员曾广长

努力营造靓丽
城市窗口形象
市车站区域管理办公室常

态化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信阳消息（邹 媛） 时值酷暑盛夏，
市车站区域管理办公室按照《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总体方案》要求，对创建工作
细化分解并具体安排，紧扣标准，排查
问题，努力营造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
车站窗口靓丽形象，常态化助力我市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

7 月 24日上午，信阳市车站区域管
理办公室对车站沿街商户占道经营、出
店经营、乱摆乱放、排放污水、倾倒生活
垃圾、噪声扰民、私搭乱建、占压盲道、非
机动车辆乱停乱放等破坏市容环境秩序

的行为进行集中整治， 做到发现一处整
治一处，力争达到整治全覆盖、无死角。
小到门店牌匾上的灰尘， 门店前道路油
污，大到门店前车辆占压盲道，城区道路
两侧人行道上的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
花坛绿化带内的垃圾， 北广场施工工地
围墙上的牛皮癣小广告， 就连路旁边树
上钉的一颗钉子也不放过。

连日来，在炎炎烈日下，城管执法人
员活跃在辖区的主次干道、广场周边，对
市民乱扔垃圾、乱吐乱画、乱停车辆、乱
闯红绿灯等不文明行为进行纠章。 通过
不懈努力，城区主次干道、大街小巷的卫
生环境变得更加整洁、有序，车站区域面
貌焕然一新。

南湾水库之于信阳人是无可替代的存在， 它是信阳
市区唯一的饮用水源， 是灌区内农业旱涝保收的可靠保
证。 它还保护着下游信阳市几十万人民生命财产和 65 万
亩农田以及京广铁路、 宁西铁路、107 国道、312 国道、京
珠高速公路、京九光缆、西合光缆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的
防洪安全，是信阳市城市防洪的可靠屏障。

水库位于信阳市西南 8.5km 河上游南湾风景管理
区，大坝距市区中心 7 公里，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兴建的
大型治淮骨干工程， 水库工程开工于 1952 年， 建成于
1955 年，1955 年 11 月投入使用；其功能当初第一考虑的
是防洪，其次是灌溉，然后是发电和水产养殖等，随着社
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目前水库已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发
展成为集城市工业与生活供水、 水利旅游等综合利用的
大型水利工程。

据相关资料记载，南湾始建于南北朝年间，坐落在南
湾湖畔、贤山南麓山谷中的贤隐寺，距今已有 1500 多年
的历史，与嵩山少林寺、开封相国寺、洛阳白马寺齐名。

2003年以前，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南湾水库及所属的南
湾景区的资源利用率受到制约。 2003年 6月，市委、市政府
慎重研究，决定设立南湾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统一负责景
区的规划、建设和旅游资源开发，彻底解除束缚南湾发展的
瓶颈和制约。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发展，南湾的知名度、市场吸
引力、辐射带动力日益提升。

乐奶奶今年 79岁高龄了，老家是河区游河乡的，她不到
十岁进的城，先是寄住亲戚家，几年后开始出去工作养活自己，到
如今已在信阳市生活了 70多年。 “修建南湾水库的时候我还小，
大概十几岁，就隐约记得是在一个冬天开工的，数百台机器轰鸣，
上万名军民一起修筑大坝，两三年才修建好。八几年的时候，我们
偶尔去水库划船，不过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几层楼高的大船或者汽
艇，那时都是靠人力划桨的木船。 ”

一座城市是不能没有水的， 一座城只要与水相伴相
行，就有了灵气和活力，湖泊、河流、水库，不拘形式，它不
仅是这座城市地理上的流向， 更是这座城里的居民内心
的流淌。 这一座水库，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昨日和未来，沉
淀了这座城市太多岁月的情感与缅怀。 这浩渺的一湖水，

已经不是水滴的简单聚集， 水之下， 有着一座城市的魂
魄，一座城市在岁月里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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