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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如公民德行的阳光，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

剂。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显著区别，就是人与人的交往突破了血缘地域的限
制，构建起一个“陌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亲
善、互助、友爱变得尤为珍贵。热心肠的海新梅就是我市众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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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工市街与民生街交叉口，房屋外墙瓷砖
脱落。

兰乔圣菲小区门口，车辆乱停乱放。 嵩山路与洪河路交叉口，出租车停在斑马
线上。

淮河路与祁山路交叉口附近，有人私占公
共停车位。

山河沦陷，国共携手御敌1

“洒、喷、冲、扫”迎战飞絮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以军事演习为
名，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突然向当地的中国驻军发
动进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路军官兵奋起抵抗，
全国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爆发。

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徐州后，向中原
开展了大举进攻，企图夺取郑州，威逼武汉。5月下
旬，豫东数县相继沦陷。6月6日，河南省会开封失
守，郑州岌岌可危。国民党当局为了阻止日军攻占
郑州，于6月9日在郑州东北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大
堤。黄河水穿堤而出，直泻东南，淹没了河南、安
徽、江苏三省的44个县，其中仅河南惨遭洪水洗劫
的就有21个县、市，丧生于洪水的有47万多人。黄
河的改道使日军南下进攻武汉的计划推迟，豫中、
豫西地区国土暂时得以保全。到10月，包括豫北、
豫东（新黄河以东）和豫东南（淮河以南）的河南
半壁河山已沦入敌手。位于中原的漯河，是平汉线
南段的重镇，是豫西通向豫东及皖西的门户，沙、
澧二河在此形成的天然屏障使得她更具独特的军事
意义。

日本侵略者在军事进犯的过程中，烧杀抢
掠，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广大沦陷区人民处于水
深火热之中。日军的军事进犯和野蛮行径，特别
是黄泛区灾民大批经漯河逃荒到豫西南的悲惨遭
遇，激起了漯河广大人民的义愤，从城镇到乡
村，从工人、市民到青年学生，从国民党县政当
局到地方实力派人物以及工商业者都表现出了极
大的抗日热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
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
次要地位。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
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
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
定》，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
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9月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
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
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国共两党重新合
作，抗日高潮即将到来。

中原地区的战略地位早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
视。1937年 5月，中共中央预见了全国形势的变
化，决定重建河南省委，恢复党在河南的地方组
织，以适应抗日新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在延安亲自
接见了负责筹建河南省委的朱理治同志，向他指
出，这个工作区域很重要，今后将是抗战的重要战
略区域，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组织群
众，建立党组织，抓紧时间在各方面做好准备。9
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正式成立，朱理治任书
记，林恺任组织部长。重新建立的省委根据中共中
央提出的任务和河南的政治、军事形势，确定河南
党组织的任务是：在全省尽快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
组织，壮大党的力量，以担负起领导全省人民抗战
的重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宣传、组织、发动各界群众，掀起抗日
救亡运动的高潮；组织各种抗日武装，准备发动敌
后游击战争。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遣
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河南早期工
人党员陈坤台到鄂豫边省委工
作。不久，省委安排他到家乡舞
阳一带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当
时，在北平、天津、信阳等地求
学的舞阳籍学生胡田希、陈林
堂、王立平、臧文德等因局势混
乱，先后回到家乡，酝酿筹备成
立一个全县性的青年救国团体。
陈坤台利用关系，同他们取得了
联系，一方面亲自参加筹备发起
工作，另一方面物色、培养党
员。11月，因国共合作，国民党
释放政治犯，原中共漯河中心县
委委员、共青团漯河中心县委书
记周泉森被释放出狱，回到家乡
舞阳，同陈坤台取得联系。陈坤
台向鄂豫边省委汇报情况后，恢
复了周泉森的组织关系，不久，
又发展高文彬入党。同月，根据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省委驻
豫南代表林恺的指示，成立了中
共舞阳县工作委员会，陈坤台任
书记，周泉森、高文彬为工委委
员。

工委成立后，把主要精力放
在了迅速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
量上。周泉森到西平县出山寨找
到刚出狱在家养病的原中共舞阳
县委组织部长韩赓尧，恢复其组
织关系。不久，又相继恢复了当
地党员刘聚贤、韩乐亭、焦向
东、焦向阳、谢华生、于慎法、
杨文东、焦向春等的组织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出山支
部，韩赓尧为支部书记，刘聚贤
为组织委员，谢华生为宣传委
员。

1938年1月，随着党组织的
恢复和发展，党领导下的抗日救
亡运动更加活跃，建立县委的条
件已经成熟。中共河南省委决
定，将中共舞阳县工作委员会改
为中共舞阳县委，隶属中共豫南
特委，周泉森任县委书记，韩赓

尧任组织部长，高文彬任宣传部
长。同时，中共豫南特委组织部
长仝中玉、宣传部长李子健、河
南省委青年部长谢邦治等多次到
舞阳，指导党组织的发展及建设
工作。县委依据上级精神和指
示，采取得力措施健全各级组
织，壮大党的力量，至10月，先
后建立了出山、东南、西南、城
关等区委及其领导下的支部，从
而使党的组织实现了顺利恢复和
发展。

1937年 12月，中共河南省
委委员、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派
遣共产党员、河南大学学生李国
华、张慧如回到家乡郾城，开展
党的工作。他们按照省委的指示
精神，大力发动群众，积极发展
壮大党的力量。不久，省委组织
部长危拱之派遣共产党员、河南
大学抗敌训练班服务团女生队队
长杜启远等到郾城工作，以加强
党的力量。他们在开展抗日救亡
运动的过程中，发展郾城西南区
问十冠英小学校长朱灿东和青年
教师李学文加入共产党。朱灿东
在郾城大刘及问十又先后发展几
名党员，建立了中共郾城县问十
支部，朱灿东任书记，李学文任
组织委员，李馨泉任宣传委员，
蔡永令任军事委员。1938年 10
月，建立中共郾城县工委，朱灿
东任书记。

中共舞阳县委成立后，积
极发展党的组织，广泛发动群
众，掀起了全县范围内的抗日
救亡高潮，受到了省委的关
注。不久，河南省委为加强县
委的领导，派遣河南大学学
生、舞阳籍中共党员孟玉华加
入舞阳县委，并多次派省委青
年部长谢邦治到舞阳巡视指导
工作，省委书记朱理治还亲自
在开封召见舞阳县委书记周泉
森，听取汇报并同他谈话，从
共产党领导全民抗战的理论高

度，从中原抗日战争的发展方
向，从舞阳快速建党，坚持统
一战线和广泛发动群众的具体
工作方法等方面作了深刻全面
的阐述，为舞阳及整个豫中地
区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形成以舞阳为中心的党的
工作格局之后，1938年5月，中
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在竹沟宣
布建立中共豫中区特别工作委员
会（简称豫中特工委，因机关设
在舞阳县，又称舞阳特工委），
周泉森任书记，韩赓尧、张维桢
先后任组织部长，张静超任军事
部长。特工委领导舞阳、叶县、
西平、襄城、郾城、许昌、临颍
七县党的组织。

中共豫中特工委及所属各县
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大量发展
党员的决议精神，坚决贯彻执行
河南省委作出的关于发展组织的
决定，努力克服关门主义倾向，
在大量发展青年积极分子入党的
同时，大胆向工农阶级及劳苦大
众打开大门，大量吸收雇农、贫
农、中农入党，提拔大批新党员
特别是农民党员，使豫中党员人
数由抗战开始时的十来名发展到
1938年底的800余人。其中，尤
以舞阳党组织发展最为迅速，他
们从发展青年积极分子入手，以
在全县城乡发展工农分子为重
点，迅速发展党员265人，先后
建立了东北、城东、城关、北舞
渡、出山、东南、西南 7 个区
委，36个支部。

郾城工委同期发展党员210
人，先后建立城内、西南 （大
刘）、西北（大新店）、东北（王
岗寺）、中学5个区委，17个基
层支部。此外，西平、叶县、临
颍、许昌、襄县等地党的组织都
有较大发展。豫中特工委的建立
和各县党组织的恢复以及党的力
量的发展壮大，为漯河人民掀起
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准备开展
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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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召陵区翟庄街道燕山路社区在黄河路金色龙湾广场举办
居民运动会。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摄

4月17日，漯河市羽毛球公开赛在市风动羽毛球俱乐部开打。本次
比赛为期三天，分为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项目。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4月16日，顺河街街道泰山中路社区联合泰山中路小学开展“传承
戏曲艺术 弘扬传统文化”活动。 见习记者 刘净旖 摄

■本报记者 朱 红
4月16日上午，记者在市区

南环路看到，一辆高压喷雾车正
对路边柳树的树冠喷水，这是市
城管局园林绿化养护中心工作人
员在防治飞絮。

目前，我市杨树、柳树已
到了生理成熟期，会产生一定
数量的飞絮，对市民生活造成
影响。

对此，该中心主要采用注射
赤霉酸、喷洒抑制剂、高压水枪

冲洗树冠等措施，尽力降低飞絮
对市民生活的影响。目前，该中
心打出“洒、喷、冲、扫”组合
拳进行治理。根据飘絮程度，在
重点区域、重点路段，每天清晨
安排喷药防治，有效减少了飞
絮。

市城管局园林绿化养护中心
相关负责人建议，市民外出时要
做好个人防护，如果出现过敏症
状，应及时就医；居家时，应注
意关闭纱窗。

本报讯 （记者 杨 旭 通讯
员 冯瑞源）近日，国家电影局公
布了 2021 年全国电影剧本 （梗
概）备案立项公示信息。我市戏
曲电影《豆腐谣》榜上有名，获
批拍摄。

此前，舞台剧 《豆腐谣》
已在我市上演。《豆腐谣》 讲述
的是贫困村双龙村驻村第一书

记田红在脱贫攻坚中冲破层层
障碍，克服重重困难，因地制
宜、因人施策，带领群众脱贫
致富的故事。

戏曲电影《豆腐谣》由市戏
曲创作工作室常文韬担任编剧。
与舞台剧相比，电影在故事情
节、表演模式等方面将有大幅调
整、改动。

我市将拍摄戏曲电影《豆腐谣》

■本报记者 陶小敏
76岁的海新梅是五一路社区韩家巷

的居民，她是大家熟知的热心肠，不管谁
有难处，她都会伸出援手。社区举办的各
种志愿服务活动，也总能看到她忙碌的身
影。“她是韩家巷党支部书记，从原市外
贸局退休的。退休不退岗，心系社区工
作，真正发挥了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
五一路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居委主任李爱
红表示。

辖区里有位 90 多岁的老人叫张莲
臣，丈夫去世多年，唯一的儿子身体也
有病，常年在外地务工。见老人一个人
生活不便，海新梅就常到老人家照料。
在她的带动下，邻居也主动轮流照顾老
人。2013年，老人不小心摔倒骨折，海
新梅第一时间组织邻居把老人送到医院
治疗。老人回家后，她和几个邻居主动
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给老人穿衣做
饭、伺候老人吃喝拉撒，没有半点儿怨

言。经过大家的悉心照料，老人的身体
逐渐恢复健康。

2015年，韩家巷居民牛女士的丈夫
不幸病逝。接着，房东不想再把房子租
给牛女士。无家可归的牛女士向海新梅
求助。海新梅二话不说，当即把家里的
一间屋子腾了出来，让牛女士母子住了
进去。海新梅不仅没向牛女士要房租，
还到处打听哪里工资高，帮她介绍工
作。

2019年，五一路社区党支部想要在

韩家巷建立一个新时代家庭微党校。海新
梅得知情况后，主动联系党组织，表示愿
意把自己的一间房子提供给社区无偿使
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海
新梅主动要求到抗疫一线，与社区党员一
起保障辖区的居民的安全。党支部考虑到
海新梅年龄大了，就没有同意。随后，海
新梅带头捐款，支持抗疫。

海新梅的举动感动着社区居民。海新
梅则认为，这些都是她应该做的。

海新梅：社区热心肠

吸收群众，迅速壮大党组织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