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岷江路与嵩山东支路交叉口向东约 70 米
路北，井盖缺失。

五一路与东大街交叉口向北约 60 米路
西，商铺门前堆放杂物。

宝塔山路与泾河路交叉口向南约 80 米路
西，建筑垃圾未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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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南路与湘江东路交叉口向北约110米
路西，人行道地砖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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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晓晓
见习记者 李沛真

“这几年村里变化非常大，基础设施
越来越完善，环境越来越好。”“村里有
漂亮的墙绘、休闲步道，还有清澈的湖
水，美得很。”8月27日，在郾城区孟庙
镇西营村，提起村里的变化，村民赞不
绝口。

记者沿着西营村主路一路向东，只见
村内房屋错落有致、道路干净，游园内鲜
花盛开，饮马湖内微波荡漾，一股田园气
息扑面而来。

“西营村历史悠久，岳飞郾城大战时
曾在这里驻扎，因此得名。村里拥有

‘一文一武一工匠’历史文化资源。依托
这些资源，我们村发展越来越好了。”西
营村党支部书记刘少华告诉记者，西营
村作为农业大村，主要以传统农作物种
植为主，辅以零星的瓜果、草莓、鸭、
鱼等特色种植和养殖，村民年人均收入
1.2万多元。

近年来，西营村先后投入资金1200余
万元，完善村内道路等基础设施。“我家出
门就是柏油路，过个路口就是大广场，还
有足球场。村里能够建得这么好，还得感
谢国家的好政策。”西营村71岁的老党员

李国成说。
为了改善村民居住环境，2022 年 9

月，西营村污水处理工程开始动工，2023
年3月验收完成，共投入900余万元，铺
设覆盖全村的雨污管网1万多米，日均处
理污水100吨。

记者看到，村内的宣传栏里张贴着一
张“老年文明银行”积分表，记录着每位
银行成员的得分。“‘老年文明银行’是一
个虚拟银行，是为了鼓励老年人参与村庄
建设，让他们成为年轻人的榜样而设立
的。”刘少华说。

西营村注重加强村民的思想道德建
设，通过举办道德讲堂、开展法治宣传
等，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同时，扎实开展了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思想道德教
育，充分利用广播、宣传栏、微信等，强
化乡风文明宣传教育，组织开展了“好媳
妇”“好公婆”“好军嫂”“好兵哥”“星级
文明户”“文明家庭”“市优秀平安家庭”
等一系列评选活动，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了向“星级文明
户”“文明家庭”等先进典型学习的良好社
会氛围，推动了西营村的思想道德和乡风
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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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晓晓
“沈东平，其实姓张，真名张秉乾，兄

妹5人中他是老大。实际上，沈东平是俺
大伯，我是沈东平二弟张金盘的儿子，大
伯牺牲6年后过继给他。那时，我才8个月
大。”8月29日，在舞阳县太尉镇林庄村，
80岁的张付群向记者讲述英雄背后的感人
故事。

沈东平（1905年—1938年），原名张
秉乾，舞阳县太尉镇林庄村人。1929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书
记、中共河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
人等。1938年7月，在与日军战斗中，他
不幸壮烈牺牲。2009年，河南省委、省军
区等评选6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
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沈东平名列其中。
2014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
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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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名
录，沈东平榜上有名。

“沈东平这个名字，是大伯后来为掩护
身份改的。”张付群说，大伯7岁入私塾读
书，15岁因家贫辍学后回家种地、磨豆
腐，后来到北舞渡文茂祥京货铺当学徒，
18岁那年离开家乡寻找人生道路。

“从我记事起，爷爷张彦申就经常给我
讲大伯的故事。那时，不少人知道他在外
面做事，但具体做什么，只有爷爷和我父
亲知道。”张付群说，多年后，他才从爷爷
嘴里得知，那时漯河有家修表铺，其实是
地下党的联系点，大伯每年都要回来和这
里的人联系，并向家里报平安。

1923年，沈东平踏入军营，几经辗
转，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兵。后来，在西
北军地下党组织培养教育下，沈东平于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付群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和爷爷都
很支持大伯参加革命。“大伯每次都是晚上
回来，第二天天不亮就走了，每次都是我
父亲接送他。”张付群说，有一次回来时，
大伯身无分文，爷爷就把卖地的40块钱全
都给了他。

1933年，冯玉祥、吉鸿昌举起抗日大
旗，组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沈东平跟随
吉鸿昌积极参加抗击日军的斗争。同盟军
被国民政府收编后，沈东平被中共中央北
方局委派到许昌、漯河、西华一带做秘密
工作。

张付群回忆了爷爷讲的一件事。有一
年，沈东平离开家乡时，爷爷对他说：“家
里人口多，你在外面挣了钱，回来多买几
亩地，好养家糊口。”沈东平说：“放心
吧，将来有大家种不完的地。”

“大伯看得比较远，他当时对我爷说的
话是话中有话。他就是希望人人有衣穿、
有饭吃，过上安稳的日子。他对自己的事
业充满信心，认为革命一定会成功。”张付
群说。

1934年春，吉鸿昌与宣侠父、南汉宸
广泛联络各地抗日力量，着手在河南发动
中原暴动。沈东平参与了这一革命活动的
组织工作。后由于吉鸿昌被捕，中原暴动
计划未能实现。沈东平继续在西华、漯河
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动工作。

1935年，由于徐凤山等人叛变，河南
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北方
局决定由沈东平以西华、许昌为依托，恢
复和发展中共在河南的地方组织。1936年
6月，沈东平主持建立了中共许昌中心县
委，领导党在豫中地区的工作。7月，沈
东平在许昌主持成立了中共河南省临时工
作委员会，并担任主要负责人。10月，沈
东平在西华组建了中共豫东特委，并担任
特委书记。

1937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召
开成立会议，沈东平被推选为省委委员，
并代表省委领导豫东的工作。为争取地方
实力派同共产党合作抗战，中共中央北方
局指令沈东平做上层统战工作。他利用原
西北军的关系，在爱国民主人士的帮助
下，很快与国民党淮阳专员刘莪青、西华
县长楚博和地方实力派建立了联系，使豫
东的中共组织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在张付群拿出的沈东平遗照中，有一

张戴眼镜的照片。“大伯外出需要隐匿身份
时才戴眼镜，平时我家堂屋里摆放的是一
张戎装照。”张付群说，村民都说他年轻时
和照片中的大伯有几分像。张付群又拿出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说：“这张照片是大伯
生前拿回来的原照，虽然现在已经有些破
旧，但我们一直珍藏着。他的革命精神一
直都激励着我们这些后人。”

1938年6月5日，中共豫东特委决定
在西华组建抗日部队。沈东平根据上级指
示，在豫东地区积极组建革命武装，吸收
西华、淮阳、商水、扶沟等地的青年农民
和知识分子，举办各种训练班，建立了
3000余人的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沈东平
任参谋长。自卫军经过短期训练，迅速成
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思想觉悟较
高、战斗力较强的抗日武装。

1938年7月28日，沈东平在得知睢县
一部分日军要押送一批弹药、给养到驻城
南河堤岭的日军据点后，决定打一场伏击
战，夺取日军的辎重。经过激战，自卫军
打死日军45人，缴获部分辎重。日军很快
得到增援，导致自卫军陷入重围，腹背受
敌，毫无退路。29日，沈东平等18名勇士
壮烈牺牲。时年，沈东平33岁。

“我听爷爷说，大伯经常通过漯河那
家修表铺的地下党组织传递消息，1938
年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后来爷爷听修表
铺的人说大伯‘挂彩’了。爷爷托一名经
常到周口一带卖货的亲戚打听，才知道大
伯牺牲了……”张付群说着，禁不住湿了
眼眶。

时年，沈东平和妻子彭秀珍的女儿张
玉花刚刚3岁。沈东平非常清楚，自己整
天在外干革命，随时有掉头的危险。1937

年，沈东平回家时，曾对妻子说：“外边兵
荒马乱的，家里没有人照顾，你在家再抱
养个孩子吧。”不料想，这竟成为他对结发
妻子最后的嘱托。

沈东平牺牲6年后，沈东平遗孀彭秀
珍抱养了8个月大的张付群。

“听爷爷说，在得知大伯牺牲后，我奶
经常哭，没多久她的眼睛就看不见了。”张
付群无奈地说。

据张付群介绍，沈东平后人张玉花有
两儿两女，一个女儿生活在上海，其他子
女则在郑州生活。

人民群众对沈东平的怀念之情并未因
时光的流逝而减弱。1951年，河南省人民
政府追认沈东平为革命烈士。

1954年，沈东平的后人决定将烈士遗
骨迁到家乡安葬。“记得那是1954年清明
节前，家人拿着省人民政府开的介绍信，
到周口睢县马路口村见到了当地干部，说
明情况后，在他们的带领下找到一名知情
的老石匠。”张付群说。据老石匠介绍，沈
东平牺牲后，当地百姓很悲痛。为了纪念
沈东平，又不让日本人发现，当年他埋葬
沈东平遗骨时，悄悄在一块老砖上刻下沈
东平的名字，放在了沈东平的棺材顶上。

根据这名老石匠的指点，大家在沈东
平墓穴里挖出了一块刻有“沈东平”三个
字的砖。沈东平后人将沈东平遗骨摆放在
一个棺材里拉回舞阳，后安葬在村里。
2013年10月1日，舞阳县人民政府在林庄
村沈东平陵墓原址重建了一座汉白玉“沈
东平烈士纪念碑”，让更多人缅怀先烈。

如今，林庄村早已实现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屋，人们过着幸福安稳的日子。
这是对沈东平烈士最好的告慰。

【建言回复】
网友：建议在颍河建一

座蓄水闸，方便商桥镇和李
集镇群众利用现有沟渠灌溉
农作物。

郾城区人民政府回复：
该河道属于省管河道。对此
建议，我们会积极向上级水
利部门反映。

网友：建议在西颐景园
小区往西的河堤附近建一个
篮球场。

市沙澧河建设运行保障
中心回复：后期会与规划等
部门对接研判，积极推进该
建议的落实。

网友：中山路与珠江路
交叉口昌建公园壹号院西区
什么时候能集中供暖？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回复：目前供暖手续基本办
完，预计今年冬季可以开始
集中供暖。

网友：2017 年入住临
颍县新城街道顺景花园小
区，至今地下停车场不能使
用，不动产权证也没有办下
来。

临颍县人民政府回复：
经调查，顺景花园小区地下
停车场因局部渗水问题没有
彻底解决，不具备交付使用
条件。开发商已确定相关解
决方案，并已安排人员进行
维修。关于办理不动产权证
问题，经调查，顺景花园小
区开发商已做过首次登记，
业主与开发商联系拿到首次
登记手续即可办理不动产权
证。

本报记者 许璐瑶 整理

漯河发布APP

《市民建言》 是由漯
河日报社和 12345 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市互联网应
急指挥中心联合开设的网
络民情栏目，旨在及时反
映社情民意，在党和政府
与市民之间架起沟通的桥
梁，为市委、市政府及有
关职能部门提供决策参
考。

大家有什么烦心事、
麻烦事，可通过以下途径
留言：一是扫描二维码下
载 漯 河 发 布 APP， 打 开

《市民建言》 栏目即可留

言；二是在漯河发布微信
公众号下方 《市民建言》
栏目留言；三是私信漯河
发布微信公众号留言。

沈东平：血染中原留英名
■见习记者 李沛真
新学期开学，不少学生和

家长忙着选购学习用品。9月2
日，记者走访发现，学习用
品、教辅资料等迎来消费热
潮。

在嫩江路一家文具店，记
者看到，放学后，不少高中生
到店里购买学习用品。笔、本
等成了热销品。

记者在黄山路一家商超看

到，琳琅满目的文具整齐摆放
在货架上。商超一名工作人员
表示，每年开学季都是文具的
热销期，他们会提前备货，确
保供应充足。

在郾城区新华书店，许多
家长带着孩子在教辅区购买各
类练习册、模拟试卷等。

郾城区新华书店一名工作
人员介绍，开学前后教辅书籍
的销量比平时好一些。

学习用品迎来消费热潮

本报讯 （记者 朱 红）
近日，漯河星火志愿团团长李
胜勇一行15人到郑州市中原区
桐柏路街道桐福社区参加志愿
服务交流活动。

座谈会现场，李胜勇作了
题为 《十年公益路 爱心永传
承》的发言。视频《漯河星火
十周年历程》详细回顾了漯河

星火志愿团多年的风雨历程和
取得的成果。河南星火志愿团
团长陈福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致辞。

河南省文明家庭——陈福
安家庭向漯河星火志愿团捐赠
艾灸毯20条，用于慰问老兵。
漯河星火志愿团向河南星火志
愿团捐赠了精准帮扶慰问品。

漯河星火志愿团赴郑学习交流

9月5日，源汇区干河陈街道柳江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商铺的食品进行排查。
本报记者 王嘉明 摄

9月5日，郾城区委政法委联合区教育局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图为普法志愿者在龙
湖学校进行普法宣传。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9月5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东大街社居委邀请市公安局源汇
分局顺河街派出所民警、辖区企业负责人、社区居民在民生街64
号院开展消防演练。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西营村：景美人和入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