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光如昨 本色不改
———走近 9旬老英雄王尔凤

昨日，在淮滨县，记者见
到 94 岁的老英雄王尔凤时，
他正在卧室看书， 只见他一
边读书一边记着笔记， 桌子
上放满了书籍、报纸杂志。 记
者被他的笔记本吸引了 ，这
是用针线缝制的一个本子 ，
纸张不一致，有长有短，颜色
有黄有白……

王老身材高大魁梧 ，穿
着简朴，说起话来，脸上始终
带着笑容， 举手投足间依然
带有一种军人的英武之气。

王尔凤 ，1925 年 12 月
30 日出生于安徽省广德县下
寺乡施村。1943 年参军，成为
新四军 16 旅 48 团 2 营 4 连
的一名战士。 1945 年 2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过天目
山战役、孟良崮战役、睢杞战
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
大战役，立二等功一次，获人
民英雄二级奖章。 1950 年 5
月，部队筹建伞兵新兵种，他
被调入新兵种部队。

1955 年 10 月，他被调入
信阳二七航校， 任航校三大
队大队长。1958 年 5 月，他转
业到淮滨县， 先后任淮滨县
马集乡拖拉机站站长， 淮滨
县公安局内保股股长、 副教
导员， 淮滨县粮食局工会主
席， 淮滨县机械厂厂长等职
务，1980 年 12 月离职休养。

王老告诉记者 ： “1947
年 6 月， 我所在部队参加了
睢杞战役， 这次战役异常艰
苦，久攻不下形成拉锯战，牺
牲了太多的战友。 我带领的
一个排三四十人， 最后只剩
下 3 人幸存。 此役，我左腿内
侧炸伤，荣立二等功。由于医
疗条件限制， 后来好长时间
子弹才被取出来 。 年纪大
了，头经常麻，记忆力越来越
差，检查才发现头部有弹片，
也不知道是在哪一场战斗被

打的， 至今弹片也没有取出
来……”

随后， 老人从一个红色
盒子里拿出一张 “淮海战役
纪念章”，他用手慢慢擦拭了
一下， 告诉记者：“淮海战役
胜利 70 周年了，我作为这场
战役的经历者、见证人，往日
的战斗场面仍历历在目 、记
忆犹新。 全军将士勇猛顽强、
前赴后继， 与敌人血战厮杀
的场景又闪现在眼前。 这场

决战，其规模之大、战斗之激
烈，实属罕见 ，自 1948 年 11
月 6 日 至 1949 年 1 月 10
日，我们共打了 66 天……”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
东、 河南等地的老百姓用小
车推出来的 ’，这一点 ，我感
触十分深刻。 当时我们所带
干粮只够吃一两天， 都是老
百姓用小车把粮食推到战场

的，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很
多小姑娘去战场上护理伤

员 ，她们十分用心 ，啥也不
怕 ，给伤员接大小便也是常
有的事……群众的热爱和对
敌人的憎恨，激励着每一个战
士，让我们忘记了疲劳，忘记
了饥寒……”

“父亲在战争年代舍生忘
死， 在和平年代两袖清风，一
心为公、一心为民的工作作风
让我感动。 小时候经常看到
他给贫困学生和需要帮助的

人捐款， 从来不给组织添麻
烦， 能给组织省的钱他就尽
力省下来。 最让我感动的是，
现在父亲年纪大了，出门不方
便，每年过完年，他嘱咐我的
第一个事就是把他一年 12个
月的党费交齐……”儿子王晓
文告诉记者。

淮滨县老干部局副局长

王霞说，王老退伍不褪色，军
人的艰苦朴素、 耿直等优良
品质在他工作期间仍表现很

突出， 如今虽然几十年过去
了， 但只要一提起王老的名
字， 老同志们至今都能说出
他的两三个感人故事来———

王老工作期间， 外出开
会学习或出差， 从不报销差
旅费，总是说：当前国家太困
难了，再说我不是有工资吗？
自己掏不是一样吗？

当时他见单位的炊事员

吴家兴给食堂买粮买菜不方

便， 就主动将自己的自行车
送给老吴用， 当老吴还他自
行车时 ，他笑着说 ：你用吧 ，
我再买……

“正是千千万万个像父
亲这样的老英雄， 他们在战
场上抛头颅洒热血， 才有我
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采访最
后， 王晓文告诉记者，“父亲
用实际行动教育我们要吃苦

耐劳、甘于奉献，我们也将以
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 ，多
为民谋福利， 这样才对得起
父亲对我们的培养， 才对得
起生在这样一个和平年代！ ”

本报记者 马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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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 张方志）
近日， 新建成的跨河肖家
河桥上竖起了几个绿色的钢

架造型， 外形酷似茶叶的嫩
芽， 吸引了过往市民的驻足
观看。 这些钢架结构正是肖
家河桥上的景观灯， 目前正
在紧张安装中， 有望在本月
底点亮。

昨日上午 9 时， 记者来
到肖家河桥。 由于要安装景
观灯，打造美化亮化风景线，
建成通车后的肖家河桥被重

新围挡，成为工地。 在施工方
的允许下， 记者上到肖家河
桥面。 当时，整个桥面上呈现
出如火如荼的施工景象 ，工
人们有的正在焊接钢架 ，有
的正在给钢架喷漆， 有的正
在吊车的配合下安装已经做

好的景观灯架。
从已经竖起来的几个绿

色灯架上看， 记者发现肖家
河桥的景观灯外形酷似茶叶

嫩芽。 “你没看错，景观灯的
外形在设计上确实是参照了

信阳毛尖的形状。 ”施工方负
责人刘千帆告诉记者，“河
上的桥在造型、 美化亮化设
计上是按照‘一桥一景’的理
念进行的， 所以肖家河桥的
景观灯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设

计，做成了信阳毛尖的造型，
切合信阳实际， 加入信阳自
己的元素。 ”

刘千帆告诉记者，肖家河
桥上的景观灯在制作程序上

是非常复杂的。 “刚开始，我们
打算直接在厂家组装成成品，
然后拉回来安装， 用时会很
短。 但是后来发现灯架太大，
路上有限高限宽，运输存在问
题。 所以，我们决定现场进行
组装。这就是我们重新封桥的

原因。 ”刘千帆说，“景观灯架
的制作要经过焊接、 打磨、喷
漆等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
时间，尤其是喷漆这道工序非
常复杂， 下雨天不能作业，刮
大风不能作业，甚至早上有露
水时也不能作业。 所以，有市
民感觉施工会很慢。 其实，我
们这么多天一直都在加班加

点，几十名工人每天早上 7点
上桥，下午 5 点半收工，中间
就抽 1个小时吃午饭，其余时
间都在作业。 ”

据刘千帆介绍， 目前全
部 48 个景观灯架已经完成
组装三十几个了， 剩下十几
个由于桥面空间有限尚未组

装。 不过，如果天气良好，本
月底肖家河桥上的景观灯有

望点亮。 “灯架两面有灯带，
夜晚点亮之后效果会非常不

错。 ”刘千帆如是说。

工人们正在安装肖家河桥景观灯 本报记者 张方志 摄

信阳农林学院第十五届学生茶艺大赛（决赛）日前落幕。 大赛由茶学院
主办，茶学院学生、各院社团代表及社会各界爱茶人士 300 余人一起观看了
比赛。 本届大赛历时 70 余天，期间通过预选、初赛、重新编创等程序，最终选
拔出 6 组选手进入决赛。 图为参赛选手在茶艺大赛上进行茶艺展演。

刘 佳 摄

凸显信阳元素 打造“一桥一景”

河肖家河桥“毛尖”灯月底可点亮

展茶艺 识茶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