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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路与桂江路交叉口向南约 50 米路东，
砖块无人清理。

云翠山路与龙江东路南辅路交叉口向南约
150米路东，垃圾无人清理。

马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前，车辆乱
停，堵塞通道。

五一路与湘江西路交叉口东南角附近，人
行道地砖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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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净旖
今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

爆发 91 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 10
时，随着防空警报响起，街头来往车
辆鸣笛，行人驻足默哀。

“作为中国人不能忘记这段历
史。听到警报响起，我心情很沉重。
我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今天会
响起防空警报。”市民张先生对记者
说，每年的这个时候，全国各地都会
响起防空警报，就是要提醒大家勿忘
国耻，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指挥与应急协
调科负责人关军威告诉记者，每年定
期开展“9·18”防空警报试鸣活
动，目的是为了使广大民众熟悉防空
警报信号，进一步增强国防观念，强
化人民防空意识，同时警示人民群众
居安思危、勿忘国耻。

据了解，防空警报一共有三种：
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预
先警报为：鸣36秒，停24秒，反复
三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其特
点是“长间隔”，它是在获知敌人即
将对城市进行空袭的情况下鸣放的警
报信号；空袭警报为：鸣6秒，停6
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

钟，它的特点是“短间隔”。它是在
敌空袭兵器临近城市上空，已经开始
或者马上就要对城市目标进行攻击的

情况下鸣放的警报信号。解除警报
为：连续鸣放一长声，时间为 3 分
钟。它的特点是“无间隔”，它是在

敌空袭危险已经解除的情况下鸣放的
警报信号。

“91年前的‘九一八’事变，日
本悍然进犯我国东北，中国大地生
灵涂炭。无数先烈血染中华，一寸
山河一寸血，才换来这盛世的中
国。如今，91 年过去，山河无恙，
烟火寻常，然而我们无法忘记那段
沉重的记忆，永远铭记那段惨痛的
国殇。今天，当震耳的警报声响
起，让我们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以吾辈之
力，守护盛世中华。”漯河高中历史
老师张静说。

“1931 年 9 月 18 日，‘九一八’
事变爆发，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时至
今日，91年过去了，硝烟已逝，但
这段历史我们从未遗忘。今天，向英
雄先烈致敬，岁月无疆，英雄不朽！
漯河中州抗战纪念馆、受降亭、抗战
受降纪念广场作为国防教育和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展示了中华儿女艰苦卓
绝的英勇抗战历史，时刻激发中国人
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鞭策子孙后代铭
记历史、勿忘国耻、奋发图强、振兴
中华！”中州抗战纪念馆负责人李增
说。

勿忘国耻 警钟长鸣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在我市众多道路中，受降路最让

人引以为豪。作为全国唯一一条因接
受侵华日军投降而被命名的道路，受
降路见证过民族的苦难，也见证了胜
利的荣光。如今，受降路商铺林立、
热闹非凡。近日，在受降路的路牌
下，记者随机采访了十多名市民，他
们中大部分人都知道受降路是由当年
战败的日军修建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全世界
宣布无条件投降。漯河是中国战区受
降点之一。当时在漯河的日军有3万
多名，司令官是鹰森孝。在这些日军
等待被遣返日本期间，老百姓不满意
他们只吃饭不干活儿。于是，中国军
队负责人命令他们整修当时的竹木街
西段由寨内通向煤市街 （今公安街）
的小土路，对原道路进行加宽、取
直，又运来碎砖瓦加以铺垫，筑成宽
约8米、长约700米的大道。

1945年9月20日，受降仪式在山
西会馆（今漯河二中）举行。第五战
区司令长官刘峙作为受降官接受日军
投降。为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漯
河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捐物，在漯河火
车站花园内修建了受降亭，并将日军
投降后驻扎并参与整修的竹木街更名
为受降路。

今年89岁的市民张本正住在位于
受降路的金普市场小区，他曾亲历受
降路的修建和多次改（扩）建。虽年
事已高，但他眼不花、耳不聋，声音
洪亮。记者和张本正一起沿受降路行
走，他向记者讲述了他亲历的日本兵
修建受降路的过程。

张本正说，他是舞阳人。他的舅
舅是知名中医，20世纪40年代，舅舅
在顺河街开了一间药铺。“我从小就住
在舅舅家，经常和小伙伴在受降路这
一带玩耍。”张本正追忆年少时光时，
提及曾目睹日本兵的暴行，眼圈不由
红了。他气愤地说，当年他对日军深
恶痛绝，听说日本兵在竹木街修路，

第一时间就跑去围观。
“当时竹木街是一条土路，很

窄。”张本正指着公安街与受降路交叉
口西侧的几间商铺告诉记者，当时这
里的商铺主要是卖竹子和木材的。很
多日本兵在这里清理垃圾，铲除杂
草，搬运碎砖瓦，整修道路。因为语
言不通，漯河人就站一边看他们卖力
干活儿，并不理会他们。“看着过去的
仇人现在为咱服务了，被中国人指挥
着干活儿，让他们咋干他们就得咋
干，心里别提多自豪了。”张本正说，
路修好后，日本兵就陆续走了。

“当时战败日军修的这条路是用
碎砖瓦铺的，比原来宽敞、笔直了一
些，但比现在的路况差远了。”张本
正说。他年岁渐长后，儿女想让他搬
进有电梯的楼房，他却不愿意离开。
在受降路住了几十年，他每天都要在
这条路上散步，对这里有深厚的情
感。

随着城市的发展，如今受降路以
及周边片区整体风貌欠佳，沿街建筑
风格不一，一些文化纪念性建筑没有
得到有效的保存与修缮。为此，市
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出对受降路
片区实施升级改造工程，打造受降路
历史文化街区。

负责受降路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
目的总设计师张正告诉记者，该工程
东起公安街，西至交通路，北至受降
路，南至中华路。

受降路片区将建设抗日战争胜利
纪念馆和胜利纪念广场、民国风文旅
商业街区，发展文化体验、艺术交
流、影视小剧场、时尚演艺、创意餐
饮、红色旅游等业态，打造不要门票
的民国风景区和时尚文化打卡地。同
时，对受降路、中华路等商业拓展区
域进行临街建筑物立面的提升改造。
改造后的街区将呈现出抗战胜利时期
的建筑风貌。

■李玉冰
昨天，9月18日，我市举行防

空警报试鸣。上午 10 时，刺耳的
防空警报声骤然响起。这警报声警
醒我们，记住这个不能忘却的日
子，勿忘屈辱的历史，珍惜今天的
和平。

经历了百年屈辱的中华民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
浴血奋斗，才取得了民族的独立、
人民的解放，才有了今天和平、美
好的幸福生活。每一个幸福的日
子，都是先烈的鲜血和奋斗换来
的。对此，我们每个人都要铭记于
心，并化作砥砺奋进、强国兴邦的
强大力量。

今天，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在
地球这个人类的共同家园，战火还
不时燃起。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和平
的世界上，而是幸运地生活在一个
和平的国度里。每一个和平的日
子，都有那么多人在为我们守卫。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
负重前行。即使这样，也并不是万
事无虞。不安定因素仍然存在，内
外敌对势力仍不时兴风作浪。

因长期处于和平安宁的环境
中，过着平安富足的生活，不少人
淡忘了动荡不安的过去，忽视了当
下的不安全因素，淡漠了国防观
念、防范意识。试问，对于防空警
报的含义，你都能说得清楚吗？假
如灾难真的来临，你知不知道该如
何应对？

警报声声，时时警醒我们，居
安须思危，历史不能忘！铭记惨痛
的历史，珍惜今天的美好，增强防
范意识，立足本职岗位，认真做好
当下的每一件事，同心筑牢钢铁长
城，我们才能共享美好幸福的生
活。

9月18日上午，郾城区人防办在黄河广场和辽河花园开展防空防灾知识宣
传。 本报记者 朱 红 摄

受降路：见证抗战胜利铭记历史
居安思危

张本正在受降路路牌下向记者介绍受降路的修建历史。

■本报记者 齐国霞
9月18日上午，在市区泰山路实验

中学公交站，市民栗先生登上107路公
交车后，用支付宝电子公交卡刷卡乘
车，只需要刷一次支付码，不用再扫场
所码、出示健康码，方便了许多。

记者了解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之
下，为方便市民乘坐公交，市公交集团
整合多项数据，通过平台互联互通，实
现一次扫码刷卡，即可将场所码、健康
码、核酸检测结果、乘车消费等信息全
部显示，提升了市民乘车体验感。

市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卡码合一适用范围包括学生卡、爱心
卡、敬老卡、支付宝电子公交卡、已在
卡码合一系统实名认证过的漯河公交
APP乘车码、已在卡码合一系统实名认
证过的不记名实体IC卡。其他形式的刷
卡、扫码以及投币仍需扫场所码乘车。

据介绍，乘客可以通过卡码合一系
统进行实名认证。不记名实体IC卡认证
方式有两种：一是到海河路市公交集团
门口IC卡充值网点进行人工认证；二是
打开漯河公交APP中 IC卡认证页面，
通过 NFC 功能进行认证。漯河公交
APP乘车码认证方式是打开漯河公交

APP，点击卡码合一系统信息认证按
钮，补录个人信息。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通 讯 员 吕亚丹

近日，临颍县杜曲镇的颍河
中出现一群野鸟。它们在河中的
湿地上成群觅食嬉戏，在附近的
空中盘旋，构成一幅生机勃勃的
生态画卷。临颍摄影爱好者赵书
杰拍摄照片后，交给市生态环境
局临颍分局工作人员，让他们帮
忙找专家辨认。市野生动物救护
中心专家梁新星表示，这群野鸟
是赤麻鸭，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在我市成群出现并不多见。

赵书杰告诉记者，他经常在
临颍县境内的湖泊、湿地、河道
转悠，拍摄各种野生鸟类。9月
13日上午，他在临颍县杜曲镇境
内的颍河边看到了这群赤麻鸭。

“这群鸟数量很多，全身呈黄褐
色，翅上有明显的白色、绿色羽
毛，圆嘟嘟的身体，短短的脖
子，小小的眼睛，叫声很清脆，
看上去很可爱。”赵书杰说，他从
来没有见过这种鸟，感觉很稀

奇，就连续几天到这里进行拍摄。
通过赵书杰的照片，梁新星

还发现这片水域中生活着白骨顶
鸡、红骨顶鸡、燕鸥、白鹭、灰
鹭、绿头鸭等多种野生鸟类。“这
些野生鸟类能够在颍河边生活，
说明这里生态环境较好。”梁新星
说，作为迁徙鸟类，赤麻鸭会从
北方辗转迁徙到暖和的越冬地，
希望当地政府加大保护力度，给
这些野生鸟类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市生态环境局临颍分局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临颍县
不断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生态环
境持续向好，吸引大量鸟类前来
栖息繁衍。

成群赤麻鸭现身颍河

9月16日，市科技馆举办“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全国科普日
活动。当天，武警漯河支队官兵参观了环境科学、军事前沿、生命探
秘、宇宙探索、漯河之光等展厅。

本报记者 焦 靖 摄

9月17日上午，市幸福沙澧社区服务中心、市摄影家协会和郾城区
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手机摄影公益讲座，邀请省摄影家协会理事、市
摄影家协会主席栾根成为阳光世纪苑一期居民讲解摄影知识技巧。

本报记者 朱 红 摄

卡码合一 乘公交更方便
本报讯 （记者 刘净旖） 9月 15

日，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组织渔政
执法人员在源汇区空冢郭镇指挥寨村，
打掉一处非法渔具制造、销售、批发窝
点，查获各类地笼440余个、总长度
1700余米。

“本次行动是‘中国渔政亮剑
2022’专项执法行动的重要内容。我
们将依法严厉打击非法渔具制造、销
售、批发窝点，斩断利益链，全力保护
水生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市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王军东告诉记
者。

我市捣毁一非法渔具窝点

成群的赤麻鸭在颍河上空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