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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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公益的韩耀科就是
我市众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代表之一。

如 发
现身边的
不文明行
为，可扫
描左侧二
维码下载
漯河发布
APP 进行
报料。

汉江路佳和开发楼小区，垃圾无人清理。 交通路南段龙腾馨苑小区，住户毁坏绿地
私建停车位。

交通路沙河桥桥北东侧河堤，非机动车乱
停乱放。

青河路老东北烤肉店门前，机动车乱停乱
放。

■本报记者 朱 红
47岁的韩耀科二十年如一日

扶危济困、帮助他人，得到周围
群众的交口称赞，获得2018年度

“漯河好人”等荣誉。4月19日，

记者采访了他。
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

树地震，韩耀科分别向中国红十
字协会捐款5000元，为灾民送去
爱和温暖。为弘扬中国传统文
化，2012年，韩耀科向漯河育才
学校捐赠《弟子规》2500本，价
值万元，受到全校师生一致好评。

业余时间，韩耀科热心公
益，积极参与各项公益活动：捐
赠 8000 元助力“漯河免费爱心
粥”公益项目；为舞阳县章化镇
简城村贫困村民蒋海军提供2万
元创业资金；慰问孤寡老人和环
卫工，为他们送去爱心午餐；慰
问抗战老兵，关心他们的日常生
活……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
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在帮助别
人的时候，我也收获了快乐。未
来我会继续参与公益活动，让爱
的力量传递下去。”韩耀科说。

■文/图 见习记者 李宜书
舞阳县太尉镇林庄村，一个普通

的小村落，是革命英烈沈东平的家
乡。近日，记者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敬
仰之情，走进养育了革命先烈的这片
热土。

“说日本，道日本，日本真是虎狼
心；占我地，杀我民，堂堂大国受蹂
躏；举红旗，拿起枪，坚决打倒小日
本……”这是曾任中共许昌中心县委
书记，中共河南省委委员、豫东特委
书记，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参谋长
（实为政委）的沈东平自编的抗日歌曲
之一。多才多艺的沈东平曾创作了很
多此类歌曲。嘹亮的歌声让人热血沸
腾，激励着抗战军民奋勇向前。在沈
东平的家乡，许多乡亲在祭奠英雄
时，还能传唱他谱写的抗日歌曲。

在沈东平的老家，记者见到了沈
东平的侄子张付群。“我大伯其实姓
张，真名张秉乾。他们兄妹5人，他
是老大。沈东平这个名字，是为掩护
身份，到周口后才改的。他小时候俺
奶给他认了个姓沈的干娘，所以改姓
沈。沈东平有3个弟弟。我是沈东平
二弟张金盘的儿子。我是在大伯牺牲6
年后过继给他的。那时我8个月大。”
采访中，张付群几近哽咽，向记者讲
述了革命先烈沈东平的感人故事。

沈东平1905年出生于林庄村一个
贫苦农民家里。十几岁时，因为家里
弟兄多，生活困难，便去了北舞渡的
一个银货铺当了两年学徒。1923年，
吴佩孚部在北舞渡募兵，沈东平前往
报名，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随后他
进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地下党组织
的培养教育下，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33年，冯玉祥、吉鸿昌举起抗

日大旗，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
军，沈东平跟随吉鸿昌积极投入到抗
日斗争中。同盟军失败后，党组织派
沈东平回河南开展地下活动，寻机组
织地方抗日武装。1937年5月，中共
中央决定重建河南省委，沈东平任省
委委员兼豫东特委书记。

“从我记事起，俺爷和俺奶、大母
（即沈东平之妻彭秀珍）就经常跟我讲
沈东平的故事。当时，不少人知道我
大伯在外面做事，但除了俺爷俺爸知
道他具体干啥外，其他人不知情。”张
付群说，“多年后，俺爷告诉我，那时
漯河万祥街上有个修表铺，掌柜叫周
祥斋。那儿是地下党的联系点。大伯
沈东平出去后只在1934年和1937年
回来过两次，其他时间都是托修表店
的人向家里报个平安。”

有一年，沈东平对家里说外出求
学、做生意。离开家乡时，沈东平的
父亲劝他，家里人口多，在外面做生
意挣了钱，回来多买几亩地养家。沈
东平对父亲说：“放心吧，不用买。以
后天下的穷人都会有地种。”

1938 年 5 月，日军铁蹄踏入豫
东。6月，国民党军队扒开黄河花园口
形成黄泛区，群众更是陷入水深火热
之中。为开展敌后游击战，沈东平和
西华县长楚博等人以县保安大队、4个
区和58个联保的武装力量为基础，迅
速组成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团，不久改
名为西华人民抗敌自卫军。

7月，中共河南省委指示西华人民
抗敌自卫军，深入睢杞太地区开展敌
后游击战争。中共豫东特委决定由沈
东平率1500余人作为第一梯队先行出
发。当时，部队内一些人眷恋故土，
沈东平向战士及其家属耐心讲保家卫
国的道理：“鸟爱巢，不爱树，大树
倒，往哪住！”听了沈东平的话，战士
们纷纷表示：“不赶走日军，我决不回
家！”

沈东平不仅作战勇敢，还机智过
人。据张付群讲，1937年，沈东平回
家看望家人，同时也负责传递消息。
走到郾城城门时遇到搜查，为保证组
织安全，沈东平把纸条给吃了。

沈东平的通讯员、解放战争期间
立下一等战功的刘尚文1983年离休
后，曾在回忆录《含泪忆恩公》一文
中说：“表面上沈东平在普理学校当了
一个没有薪水的教书职员，实际上日
夜为党的工作操劳。沈东平曾说，‘为
革命一两天不吃不喝算不了什么，最
大的幸福就是做好党的工作。党的事
情办好了，比啥都痛快’。‘现在苦点
儿，将来党的事业发展了，一切都解
决了’。我在沈东平书记身边学到不少

东西……”
在张付群家中，有一件沈东平在

战场上缴获的日军战刀。看到这把缴
获的日军战刀，不由地让人想到日本
鬼子人仰马翻、抱头鼠窜的激烈战斗
场景。

1938年7月初，西华人民抗日自
卫军按照上级指示，浩浩荡荡开赴敌
人后方睢杞太开展游击战争。沈东平
率军深入太康、睢县途中，歼灭了阻
止前进的伪顽杂牌军300多人。沈东
平率部行至太康县转楼时，豫东抗日
第三游击支队司令员吴芝圃专程迎
接，双方就开展游击战交换了意见。

1938年7月下旬，豫东睢县马路
口村。如血的夕阳下，睢县部分日本
兵押大车数辆，出城给驻城南河堤岭
的日军据点运送弹药、给养。沈东平
决定打一个伏击战。伏击战在日军经
过的高粱地打响。在与日军援兵激战
中，沈东平身负重伤，不幸牺牲。沈
东平等18名勇士为了民族解放战争，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那年，家里得不到传回来的消
息，心里着急，去万祥街的修表店打
听。老板害怕家里人伤心，只说有一
个姓沈的在马路口村和日本人打仗挂
了彩，让去打听打听。”张付群说。

1951年，河南省人民政府追认沈
东平为革命烈士。2014年 9月 1日，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
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
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
集体名单，沈东平名列其中。

“1954年清明节前夕，我那年10
岁，家人拿着省政府开的迁葬大伯沈
东平遗骨的信，到睢县马路口村向当
地领导说明情况，并在当地领导带领
下找到一位老石匠。这位老石匠知道
大伯埋葬在哪个坟头，当年就是他埋
葬大伯的，他还在一块老砖上刻下了

大伯沈东平的姓名。在老石匠的指点
下，大家在一个坟头里挖出一块老
砖，上面刻有大伯的名字。于是，家
人把坟挖开，将大伯的遗骨摆放在一
个棺材里拉了回来，在村里安葬。”张
付群告诉记者。

“在大伯的遗照中，有一张戴眼镜
的照片。大伯只在外出时为隐蔽身份
才戴眼镜。平时，我在堂屋里摆放的
都是大伯另一张戎装照。”张付群说，

“村民都说我年轻时和照片中的大伯有
几分像。”沈东平那张黑白戎装照，英
姿飒爽。“就是可惜了，经过岁月的洗
礼，照片有些模糊。如果有人能把他
的遗像画出来或把照片处理清楚就好
了。”张付群不无遗憾地说。

“现在每年清明节我都要给爷爷、
奶奶、大伯上坟。当然，思念他们的
还有我在许昌的四叔张金榜。去年清
明节，已经98岁的四叔还回来祭拜父
母和大哥沈东平。不过四叔今年已经
过世了。”张付群说，“每年七月初
三，是大伯沈东平的忌日，我都要过
来看看、扫扫墓。我脑海里总会浮现
出他在战场上拼杀的情景。”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
山。”如今，沈东平烈士洒下的热血已
深深融入这片土地，而他为了民族解
放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伟大精神，也激
励着人们奋勇前行。

现在，林庄村正奔跑在小康路
上，人们过着幸福安稳的日子。据村
支书介绍，每年清明节，周边中小学
校都要组织学生聆听英烈故事，追寻
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表达对英
烈最诚挚的敬意。接下来，林庄村将
大力挖掘红色故事，进一步加强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建设，让更多的人走近
先烈，了解党情国情，知史爱党，知
史爱国，知史爱社会主义，让红色基
因融入血脉。

沈东平：血染中原 气壮山河

张付群擦拭沈东平烈士纪念碑。

沈东平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实 习 生 应杲明

“我想让更多的人通过做操获得健
康。”4月19日，提及义务教授心身平衡
养生操的初衷，漯河心身平衡养生操志愿
者服务团团长王慧灵说。2011年至今，
王慧灵一直坚持义务教授心身平衡养生
操。

4月19日上午9点，在沙澧河风景区
红枫广场，身着红马甲的王慧灵一边喊口
号一边示范动作，带领着100多人共同做

操。王慧灵告诉记者，2011年7月，她
在西安参加全国第二届心理学博览会时，
系统学习了中医心身健康调理技术（心身
平衡养生操是其中一项）。5天的学习结
束后，她购买了心身平衡养生操的学习资
料和光盘。王慧灵每天坚持练习，一个月
后，她明显感受到做操给身体带来了好
处。“做操之前，我上楼腿酸、颈椎不舒
服，坚持做操后，感觉浑身轻松，整个人
也变得精神了。”王慧灵说。

体会到做操带来的益处后，王慧灵开

始免费教大家心身平衡养生操。漯河心身
平衡养生操志愿者服务团从最初一个人、
两个人逐渐发展壮大至数十人、数百人，
到现在，已设立72个分团，分布在全市
各县区。为了推广心身平衡养生操，王慧
灵带领骨干成员，不论严寒酷暑，不定期
到市区各分团义务讲解心身平衡养生操中
按摩拍打穴位的位置、方法、动作要点和
作用等。

为了更好地推广心身平衡养生操，王
慧灵坚持每年自费外出学习，足迹遍布西
安、郑州、兰州、曲阜、哈尔滨、长沙等
地。每次学成归来，王慧灵都会把学到的
知识无偿地教给队员。

“王慧灵老师特别热心，每次都不厌
其烦地给大家讲解每个穴位的具体位置、
作用。”65岁的杨夏团告诉记者，“我以

前睡眠不好，每年冬天要得一次重感冒。
通过做操，我睡眠好了，一年多来没有感
冒过。”

“我真的很感谢王慧灵老师，义务教
大家做操。通过做操，我们也交到了很多
朋友。大家还一起唱戏，既陶冶了情操，
又愉悦了身心。”73岁的陈向忠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王慧灵先后考
取了高级心理养生咨询师、高级中医心身
健康调理师、青少年心理社会工作师、健
康管理师、高级营养师等相关资质证书。
虽然王慧灵可以收费，但对于前来求助的
人，热心的她都免费帮助。

王慧灵先后被评为“五星级志愿者”
“漯河市优秀志愿者”。漯河心身平衡养生
操志愿者服务团也被授予“优秀志愿服务
社会组织”荣誉称号。

王慧灵：义务教授心身平衡养生操

本报讯 （记者 杨 光） 4月
21日，记者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体育局）了解到，今年上半
年，我市将举办五项高水平大型
体育赛事，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
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4月 30日至 5月 2日，2021
漯河龙舟公开赛将在市区沙澧河
交汇处开赛，40多支队伍、1000
多人参加。龙舟公开赛在我市已
经举办了三届，举办时间都在

“五一”假期，现场不仅有龙舟
赛，还有各种活动。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于9
月在陕西举办，目前不少参赛项

目的资格赛正在全国各地进行，
我市承担了其中3个项目的资格
赛。5月6日至20日，跆拳道资
格赛将在市体育馆开赛，来自全
国的720名运动员参赛。5月20
日至30日，武术散打资格赛将举
行，来自全国的450名运动员参
加比拼。6月3日至6日，中长跑
马拉松测试赛将在市体育场拉开
帷幕，来自全国的400名运动员
进行角逐。

5月 29日至 6月 5日，2021
年全国U17青少年女子篮球决赛
将在市体育馆进行，来自全国的
运动员、教练员约300人参加。

■本报记者 杨 旭
“每天晚上都有人把车停在消

防通道上，最多的时候有七八
辆。”日前，家住芙蓉里小区的陈
先生向社区网格员反映小区安全
隐患。网格员组织工作人员现场
察看后，重新施划了消防通道标
识，并在小区宣传消防安全知
识，提高居民消防安全意识。

同样住在芙蓉里小区的李女
士也遇到了烦心事。自家围墙附
近堆满建筑垃圾，李女士多次向
施工方反映未果，便找到社区网
格员。网格员核实情况后找到工
地负责人，协调施工方将垃圾运
走。“听说找网格员能解决问题，
没想到这么快。”李女士说。

大事小事都找网格员，这在
沙北街道昆仑社区经常能见到。
网格员每天走街串巷，了解社情
民意，解决居民难题。身穿红马

甲的他们已成为社区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除了接受居民反映问题，社
区网格员还常常主动发现问题。
近日，网格员在排查时发现辖区
廉租房小区垃圾遍地。经询问得
知，该小区去年卫生费至今未交
齐，导致垃圾无人清理。于是，
网格员挨家挨户上门做思想工
作，与居民达成一致意见，问题
得到解决。网格员的举动得到众
多居民称赞。“气温逐渐升高，垃
圾再不清理，估计小区里该有难
闻的气味了。”居民张女士说。

“有事来找我，事事我关
心。”这是昆仑社区网格员对居民
的承诺，也是拉近双方关系的纽
带。“民生无小事。切实为居民解
决问题，做居民的贴心人，是我
们的职责。”社区网格长蒋军涛
说。

我市上半年将举办
五项高水平大型体育赛事

韩耀科：热心公益

社区网格员：做居民的贴心人

4月21日，世界读书日前夕，市儿童保护中心志愿者、市爱自然幼
儿园老师和学生来到郾城区特殊教育学校，和智力障碍、听力障碍孩
子一起读书、听故事、做手工。 本报记者 朱 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