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龙山路与丹江路交叉口向南约 100 米路
东，花坛瓷砖脱落。

香山路与珠江路交叉口向北约 90 米路东，
围挡损坏。

龙潭山路与牡丹江路交叉口向北约80米
路西，围挡上广告破损。

柳江路与鹤云山路交叉口向东约 40 米路
南，行道树枝条遮挡路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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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回复】
网友：御园小区不通暖气。
郾城区政府回复：金山路御园小区

通暖气已纳入规划，主管网已铺设完
毕，目前正在征求居民供暖意见并对换
热站位置进行选址。

网友：建业贰号城邦和尚书房中间
的小路、湘江路车辆乱停乱放现象比较
严重，一到上学、放学时就堵得水泄不
通。

市城市管理局回复：已安排执法人
员加大该区域巡查管理力度，对违停车
辆驾驶人进行劝导。因该区域为背街小
巷，将以劝导为主，保障道路畅通。

网友：盛世家园北区35号楼至40

号楼水管质量太差，经常爆管，严重影
响生活。

市清源供水有限公司回复：已组织
公司设计科、管网所、辖区营业所及施
工部门踏勘爆管原因，并对该区管网进
行评估分析。根据评估结果，如需更换
水管，我公司会及时申请将其列入管网
改造计划进行更新改造。

网友：在翠华山路与长江路交叉
口，翠华山路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方向
车辆较多，能否在右转车道上加直行箭
头？

市公安局回复：经实地调研，翠华
山路与长江路交叉口由北向南和由南向
北方向为左转加直行和单右转两车道，
近期将在右转车道上加直行箭头。

网友留言：2023年8月初在西城区
云樾购买13号楼的房子，至今未动工。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13号楼
已制订复工计划，待6号楼、12号楼完
工后，人员、材料全部转移至 13 号楼
即可施工。

网友留言：嵩山东支路和会展路交
叉口绿化带每棵树上都悬挂“蛹”。

郾城区政府回复：挂“蛹”是为了
以虫治虫、科学防治。

网友留言：天鑫现代城楼下大厅电
动车乱停乱放。

郾城区政府回复：已要求物业公司
加强管理。郾城区电动车全链条整治行
动方案正在征求意见。方案出台后，物
业公司将按文件要求推进非机动车基础
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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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李沛真
9月18日，记者到舞阳县保和乡上澧

河店村效立平家中采访。效立平是抗日
烈士效信趁的儿子。在效立平家，记者
看到，门口挂着“光荣烈属”“光荣之
家”的牌子，屋内桌子上摆放着效信趁
的照片，墙上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效立
平和家人参加漯河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六十周年座谈会合影格外引人注目。谈
及父亲效信趁，年过八旬的效立平说，
他印象最深的就数七八岁时跟着父亲在
南山打游击的事。

“效信趁是和张茨山、董仲衡同时
期的特别关系党员。侵华日军占领舞
阳期间，他是最早公开举起抗日大旗
的人物。他组织抗日武装，公开抗击
占领舞阳的日军，是武装抗日的坚强
革命战士。他领导的武装后来归入新
四军。”《舞阳文史》 编委成员胡德州
告诉记者。

效信趁（1912年～1946年），原名润
卿，学名效展，字信趁，出生于舞阳县魏
庄村，后迁居上澧河店村。其父效坦斋为
人正直、心地善良，是舞阳县知名人士。
效坦斋教过私塾，办过学堂，当过上澧河
店寨首。效信趁出身书香门第，天资聪
慧，自幼受家庭熏陶，勤奋好学。1932
年，效信趁考入北大法律系。进入北大
后，他积极学习科学知识，努力钻研马列
主义。求学期间，他曾参加“一二·九”
运动。

1936年秋，效信趁回到舞阳，不久
便以国民党舞阳县政府职员的身份积极投
入抗日宣传活动。1937年，他配合舞阳
籍返乡学生成立舞阳县青年救国会，广泛
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活动。

1938年，中共舞阳县委成立后，效
信趁积极靠近共产党组织，经常向党组
织汇报，为共产党了解国民党县政府有
关情况提供了不少重要消息。1939年 6
月，经中共舞阳县委书记胡田希介绍，
效信趁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由于
效信趁社会地位较高，他只与县委书记
保持特别关系，不参加支部活动，所以外

人并不知道他入党。1939年秋，效信趁
发起组织舞阳各界劳军团，并率以共产
党员为主的舞卫剧团赴泌阳、方城、
桐柏、湖北省的随县等地慰问抗日将
士。根据中共豫中地委和舞阳县委指
示，效信趁先后担任国民党舞阳县第
三区 （北舞渡区） 区长、国民党地方
行政人员训练所（即保长训练所）教育
长、舞阳县中学校长等职。在此期间，
他多次保护、转移革命同志。

效信趁在地下工作中是无名英雄，在
抗日战争中是坚强的革命战士。

1944年4月，效信趁主动联系地方
进步士绅张茨山等，把地方上的分散枪支
集中起来，以国民党“方（城）宝（丰）
动员区抗日游击纵队”的番号成立了一支
抗日武装，并担任支队长。5月10日，日
军侵占舞阳后，效信趁带领抗日游击队进
行武装抗日斗争。这时，抗日游击纵队已
发展到800多人，拥有600多支枪。他们
坚持在舞阳、方城、叶县三县交界处的老
寨山东麓开展游击活动，成了共产党领导
下的重要抗日武装。

效信趁领导的抗日活动引起了敌人的
注意。1944年7月，汉奸地主徐向荣向
日军告密，说效坦斋通共产党，其儿子
效信趁组织游击队与日军对抗，家里有
电台。在汉奸的指引下，日军出动马
队，拉着山炮，天不亮就围住魏庄村进
行大搜捕。全村100多户群众的东西被
抢、被砸，十余人惨遭毒打。效信趁家
被剿，家具全被砸坏。日军将效信趁家
都挖遍了也未搜出电台。后来，他们抓
捕了效信趁的父亲效坦斋、大伯效凤、
亲戚张树申 3 人，并分别拴在马尾巴
上，拉到舞阳县城，进行严刑拷打，力
逼效坦斋让效信趁投降。效坦斋誓死
不屈。日军见酷刑无效，就将3人关入
木笼。后来，张树申被取保释放，效
凤被弄瞎了双眼，效坦斋被日军杀
害。

敌人凶残的屠杀并没有动摇效信趁的
抗日决心。他同新四军五师联络人员谈话
时说：“我是炎黄子孙，不能丧失民族气

节；我同大家一样，有亡国之辱、杀父之
仇，同日军不共戴天。我除了坚持武装斗
争打败侵略者之外，别无生路。”

效信趁领导的支队英勇顽强、善于作
战，运用游击战术，能打则打，不能打就
转移，以利再战。

1945年1月10日，侵华日军调集驻
舞阳、叶县两县的日军500多人，对游
击队活动区实行大扫荡。效信趁当机立
断，突出敌人的包围圈，重新组织起
400多人的抗日武装，番号改为“效信
趁支队”（简称效支队），效信趁任支队
长。后来，效支队与新四军第五师豫中
游击兵团 （司令员黄林） 会合。不久
后，效支队正式改编为豫中游击兵团叶
舞支队，效信趁仍任支队长。叶舞支队
是在舞阳县地方抗日武装基础上产生
的，活动时间虽然才短短几个月，但却
有力地配合了新四军、八路军，为开辟
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豫中地
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为抗日战争胜利
后人民解放军挺进豫西、挺进中原进行
反内战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们在极
端困难的情况下，与游击兵团主力部队
紧密配合，先后参加了袭击鹁鸽楼日军
哨所、庙街伏击战、营街围歼战、攻打
神沟庙等战斗，在地方抗日战争史上写
下了光辉的篇章。

1945年5月14日，叶舞支队配合挺
进二团一部，拔掉了日伪大韩庄据点。大
韩庄原是日军于 1945 年 1 月建立的据
点，由阎升堂的伪保家自卫团及十几名日
军把守。5月14日，挺进兵团由邵敏、王
泽民、效信趁及李华带领，向大韩庄进
击。午夜，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挺进二
团连队攻打大韩庄西南角碉堡，叶舞支队

从村东进攻。其他连队发起进攻时，李
华率领云梯队首先攻入寨内。伪军来不
及反抗就缴了械。随后，挺进二团及叶
舞支队南下回到嵖岈山。6月，叶舞支队
北上禹县，与八路军会合，划归八路军
河南军区三支队陈先瑞部。效信趁留河
南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工作，给吕振球主
任当秘书。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国
民党以受降为名，调集军队对豫中、豫
西、豫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形成大包
围。为了保卫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反
对内战、争取国内和平民主，根据中央

“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11
月初，效信趁随河南军区南下桐柏，与
新四军五师和北返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会
师。

1946年6月，效信趁参加中原突围，
随吕振球部转战于鄂西北地区。9月，在
保康地区的一次战斗中，效信趁与吕振球
壮烈牺牲，时年34岁。

2004年 6月，河南省人民政府追认
效信趁为革命烈士。

“我们作为抗日英雄的后人，感觉很
光荣。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大公无私，看到
有困难的人就想出手帮助。我父亲效立平
给人捏骨治病，把家里卖猪的钱用来给病
人买膏药却不收费。1975年发大水时，
我父亲一个人救了7个人。”效立平的女
儿效晓红说。

效信趁的孙媳妇周桂梅曾将效信趁
的孙子效鸣军的口述整理成 《我的爷
爷——效信趁》 一文。“家里出了这样
一个英雄人物，我感到很自豪。我希望
把老一辈的故事写出来，将爷爷的故事
和抗日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周桂梅
说。

效信趁：一生献革命 英魂耀沙澧

本报讯 （文/图 记者 孙建磊）
“打起来声音脆响。”“球台看着真好。”
“这打着真得劲。”……9月 24日 8点
多，“开心乒乓”微信群格外热闹：会
展中心广场西南角正在安装新乒乓球
台。

记者赶到时，看到乒乓球爱好者在
新的乒乓球台前边打球边笑，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会展中心附近小区多，广场是附
近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会展中
心广场西南角的乒乓球台成为乒乓球
爱好者的聚集地，吸引的球友越来越

多，不少球友甚至挑灯夜战。乒乓球
台逐渐难以满足球友需求，个别乒乓
球台年久失修。9月12日，本报《市
民建言》栏目反映了乒乓球爱好者的
心声，并刊登了市科教文化艺术中心
的回复：“我们已经和市相关部门沟通
过，近期在公共场合安装体育器材时
优先考虑在会展中心广场增加新的乒
乓球台。”

“没想到这件事这么快就落实了。
感谢市科教文化艺术中心、市文广旅局
等单位，感谢党和政府。”乒乓球爱好
者、网友“光头强”说。

会展中心广场球台换新

本报讯（记者 张玲玲 通
讯员 谢 冰） 9月25日，市档
案馆工作人员走进舞阳县吴城镇
寨子李村朱清和老人家中，向老
人赠送《初心永恒——漯河红色
档案选粹》，在国庆节即将到来之
际为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革命老兵
送去温暖和敬意。“谢谢你们。这
本书太有意义了。”朱清和老人激
动地说。

据了解，去年以来，市档案
馆持续开展参战革命老兵口述历

史档案采集活动。工作人员先后
走进多位老兵家中，开展记录、
拍摄等工作，及时留存珍贵历史
记忆，并利用采集到的音频、视
频、老照片等，编纂出版《初心
永恒——漯河红色档案选粹》，包
括漯河党史人物档案、漯河重要
党史事件档案、革命历史文书资
料、漯河参战老兵档案、老兵口
述档案等，以此献礼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挖掘红色档案文化价
值、时代价值，发挥好红色档案
资政育人作用。

市档案馆开展
关爱参战老兵赠书活动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9月
20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了解
到，从8月下旬至11月底前，全
市62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376
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全市
6183名65岁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提
供“三个一”健康服务，即提供
一次上门健康管理、提供一次上
门健康服务、开通一条健康咨询
热线。

今年6月，聚焦老年人在卫
生健康领域“急难愁盼”问题，
精准对接失能老年人健康服务需
求，我省正式启动失能老年人健
康服务行动。经省、市卫生健康

委的培训指导，我市于8月底开
展失能老年人健康服务行动。市
卫生健康委委托全市62家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376个家庭医生服
务团队，为全市6183名 65岁及
以上失能老年人提供免费上门健
康服务。

截至目前，全市所有家庭医
生服务团队已为6183名失能老年
人免费上门提供一次健康管理和一
次健康服务及指导。11月底前，
这些家庭医生团队将上门对失能老
年人进行第二次康复指导、护理技
能指导、健康风险预防指导、营
养改善指导、心理健康指导等。

为失能老年人
提供上门健康服务

【记者报道】

乒乓球爱好者用上了新的乒乓球台。▲

9月25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戏楼后街社居委工作人员走进漯河市
民族幼儿园滨河路分园，开展“童心执笔迎国庆 巧手画卷绘祖国 ”
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9 月 24 日，市妇联联合市生态环境局在源汇新区双龙社区开展
“以废换绿”文明实践活动。 本报记者 姚晓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