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行山北路与淞江路交叉口向北约130米
路东，电力设施箱底座瓷砖脱落。

白云山北路（东辅道）与海河路交叉口向北
约180米路东，人行道东侧有垃圾未清理。

泰山南路与金江路交叉口向北约130米路
西，人行道上井盖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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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泉山路与牡丹江路交叉口向北约180米路
东，道路东侧垃圾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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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晓晓
“我是听着爷爷的故事长大的。爷爷生

性倔强，天不怕地不怕，遇到恃强凌弱之
事，爱打抱不平。这些年，不管在哪里，
爷爷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近日，在
临颍县中医院附近一小区，记者见到了罗
进才的孙子罗欣波，听他讲述爷爷的革命
故事。

罗欣波告诉记者，他在外地工作，很
少回老家郾城区齐罗村，但每年都会专门
回老家祭拜爷爷。

罗进才（1909年～1948年），郾城齐
罗村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
的父亲罗运金为人忠厚，家中有几亩地，
但低洼易涝，十年九不收。农闲时，罗运
金做点儿小生意，维持家里的生计。

“俺爷爷兄妹五人。他排行老五。为了
让家里有一个识字人，爷爷8岁时，太爷
爷送他到村里的私塾念书。”罗欣波说，爷
爷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经常得到私塾先
生的夸赞。罗进才12岁时，郾城一带闹饥
荒，家中三天两头揭不开锅，实在无力供
他继续读书。罗进才不得已中断学业，在
家帮父亲种地。

罗进才成人后，家里连糊口都难。他
两次卖地送钱给保长才避免被国民党抓壮

丁。罗进才多次带领村民与地主、保长斗
争，为穷人出气。人们都敬仰他。

1947 年 7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
攻阶段。10月，陈谢兵团主力先后解放
了叶县、襄城县，11月解放沙北。后豫
陕鄂五地委在郾城、舞阳、临颍、许
昌、襄城交界处，筹建临时特委，建立
中共沙北县委。1947年，中共沙北县委
领导当地人民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成立
了一支地方武装——路西支队。齐罗村
的张庭苔是他们那一带组织武装的直接
领导者。在张庭苔的影响下，罗进才组
织 150 多名贫苦青年成立了一个中队，
并担任中队长。罗进才还让儿子罗志国
担任通讯员，父子俩都参加了共产党领
导的革命武装。

为了筹备枪支，罗进才带着队员走遍
了当地农村的地主、豪绅家，强制提取枪
支。没过多久，中队共筹集各种枪60多
支，提高了队伍的战斗力。

1948 年 2月，路西支队整编。大部
分人员被编为中原军区五分区独立第十
团。一部分人作为地方武装，在中共沙
北县委的领导下，开展剿匪反霸斗争，
巩固地方革命政权。因工作需要，罗进
才奉命留守并被沙北县民主政府第五区

任命为齐罗行政村村长，管辖周围十几
个村庄。

春节过后，罗进才带领齐罗村的贫苦
农民在部队的帮助下，掀起了“搞土改、
斗地主、闹翻身”的斗争热潮，引起当地
反动势力的极端恐惧和仇恨。恶霸土顽和
区保武装成立还乡团，对新生的革命政权
进行疯狂反扑，并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杀害
罗进才。

后来，罗进才到区部，配合区武工队
打击反动势力。1948年4月的一天，国民
党十一师300余人突然包围了西大张村五
区区部。罗进才紧握双枪，爬上房顶，向
外突围，跳下房时，腿部严重摔伤。他忍
着疼痛，连连向敌人射击，终于突出重围。

罗进才等人突出重围后，撤退到襄县
汕头店一带养伤整训。几天后，他又拖着
未痊愈的伤腿和同志们一起返回裴城。

1948年5月28日晚，区部通知罗进才

要警惕敌人再次袭击，嘱咐他妥善安置好
家属回到区部。罗进才不放心乡亲们，临
走前把地主召集起来开会。由于开会耽搁
了时间，罗进才被敌人堵在了家里。随
后，罗进才被连夜带到沙河南岸的小赵村
遭受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

1948年5月29日下午，敌人把罗进才
押送到澧河南岸郾城与舞阳交界处一村
庄。黄昏时分，罗进才被刽子手押到澧河
湾的河坡上杀害，时年39岁。

听到罗进才牺牲的噩耗，齐罗村的穷
苦群众悲痛万分。200多人纷纷到遇难现
场寻找罗进才的遗体，把他的遗体抬回村
里。

沙北县民主政府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安葬那天，数以千计的送葬群众泣不成
声。罗进才虽然参加革命的时间不长，但
为革命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他无畏的革命
精神永存。

罗进才：英勇无畏 精神永存

■本报记者 李宜书 刘亚杰
“老曹，开饭啦！”“来了！”10月16

日，临颍县台陈镇双楼村爱心康乐食堂里
飘出阵阵饭香，老人们有说有笑地走进食
堂。

当天中午，一大盆热腾腾的蒸面条被
端上餐桌。“还有一盆紫菜蛋花汤，马上
来。”厨师曹纪州说，“没什么特别的菜
式，都是家常菜，但菜和肉新鲜，就是让
老人们吃得放心、舒心。明天中午吃炸酱
面，后天吃米饭和炒菜。我们会根据老人
们的意见及时调整菜单，基本每周的午饭
不重样。”

“这里饭菜做得好吃。儿女不在身边，
我做饭又不方便，来这里每餐都是热乎
的，吃饱了再去遛弯儿，真舒坦！”正在用
餐的闫大娘告诉记者。

2023年，作为一名农机专业合作社的
致富带头人，曹志强开始担任双楼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转变的是身份，不
变的是初心。“我想为老百姓做一些实
事。”质朴的话语饱含曹志强对家乡人民的
热爱。上任后，他在村里转了一圈又一
圈，印象最深的就是不少老人吃饭凑合，
特别是留守老人、独居老人吃饭基本没保
障。曹志强告诉记者：“那时，我心中萌生
一个念头，就是给老人们办一个食堂。”

今年上半年，曹志强带领其他村干部
挨家挨户走访，组织党员和群众代表开会
讨论，与村里老人座谈。村里建爱心食堂
的提议得到了村民的一致支持。

食堂建在哪儿？钱从哪儿来？……一
系列的问题随之而来。“我带头把每月
2500元的工资捐出来。”在曹志强的推动
下，建爱心食堂的计划开始实施。

得知村里要建爱心食堂，在外打工的

村民曹永辉主动联系村里，免费提供自家
住房作为食堂。村民曹永锋和该村原党支
部书记曹遂群义务当起了食堂的“大管
家”。不少村民出资为食堂提供米、面、食
用油和蔬菜等。此外，村里在空地上建了
多个小菜园种植蔬菜，供给食堂。

今年中秋节，办完相关手续后，双楼
村爱心食堂正式运营。食堂配备了消毒
柜、冰柜、抽油烟机、蒸箱等，实现“明
厨亮灶”，并保证每餐留样48小时以上，
切实保障食品安全，把三餐热饭做成放心
暖饭。

为了让爱心食堂良性运营，村里对在
食堂就餐的老人收取一点儿费用。“现在来
食堂吃饭的有50人。”曹志强说。

“一天三顿饭一共才6块钱。饭菜的味
道好、分量足。儿女看到我们吃饭有保
障，很放心。现在，我和老伴每天都来这
儿吃饭。”提起食堂的饭菜，77岁的田蛾
连连称赞。

爱心食堂让老人尽享幸福“食”光

■文/图 见习记者 张 赢
10月 15日，记者在市人民公园看

到，五颜六色的菊花竞相开放，吸引不
少市民拍照、观赏。

“今天天气好。我下午有空儿就带着
孙女来这儿赏菊花。菊花的清香和颜色
令人身心愉悦。”市民马先生说。

据了解，市人民公园有不少菊花盆
景，品种多为百日菊和万寿菊。此外，
神州鸟园也摆放了4000盆国庆菊，供游
客欣赏。

花卉市场也迎来“菊花热”。记者在
文化路花鸟市场看到，这里销售的菊花
主要为鲜切菊花和盆栽菊花，价格较夏
日略有下降。鲜切菊花多为雏菊，插进
水里可保存15天至25天，25枝售价30
元左右，深受女孩子的喜爱；盆栽菊花
多为乒乓菊、绣线菊、美人菊、雏菊
等，每盆价格在10元至25元。

一家花店老板张女士告诉记者，今
年我市大部分菊花被暴雨淹没，市面上
的菊花大多来自郑州市和西平县。

秋菊正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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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齐国霞
近年来，临颍县大郭镇岗杨村以“五

星”支部创建为抓手，完善“一约四会”
相关制度，村规民约上墙，破除陈规陋
习，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建设和美

乡村。
岗杨村组织村民代表共同商讨，将破

除陈规陋习的具体要求纳入村规民约；成
立红白理事会，选出德高望重的村民担任
红白理事会成员，负责监督本村的婚丧嫁

娶事宜，制定红白事办事标准，限制高额
彩礼、简化丧葬仪式等，引导村民杜绝铺
张浪费和攀比之风；要求党员干部、公职
人员带头遵守移风易俗规定，签订承诺
书，严格执行标准，为村民树立榜样。

同时，岗杨村鼓励群众对身边的陈规
陋习和不良行为进行举报；加强对餐饮场
所和婚庆公司的管理，让村内的餐饮场
所、婚庆公司负责人签订责任书，要求他
们配合做好移风易俗工作，不得为大操大
办、铺张浪费者提供服务。

岗杨村还先后举办了“好婆婆”“好媳
妇”“好妯娌”等评选活动，并将评选结果
上墙，为村民树立榜样；连续三年举办

“爱在重阳 敬老爱亲”活动，引导村民敬
老爱亲。近年来，该村积极推动移风易
俗，得到村民的认可和响应。

推动移风易俗 建设和美乡村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没想到能够配型成功，

我很高兴用这种方式挽救一
个生命、一个家庭。”10 月
16日上午，我市第 28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杨盼盼赴郑捐
献欢送仪式在经济技术开发
区举行。志愿者杨盼盼在现
场表示，她将全力做好捐献
工作。

杨盼盼出生于1992年，是
经济技术开发区后谢镇小寨杨
村的一名党员，目前在上海亚
捷报关有限公司担任报关员。
19岁参与无偿献血以来，她13
年间共无偿献血16次。2015年
8月，她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
的知识，立即采集血样登记成
为中华骨髓库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今年6月，她接到市
红十字会的通知，有一名5岁
患白血病的小男孩与她初步配

型成功。“作为两个孩子的母
亲，我深知孩子健康对于一个
家庭的重要性，当时就表示同
意捐献，在单位领导的支持下
专程回漯河办理相关手续。”杨
盼盼说。

在欢送仪式现场，我市第
2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黄帅通
过自身经历为杨盼盼加油鼓
劲。漯河惠学为康商贸有限公
司、河南森林假日食品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医院等分别向杨盼盼赠送
慰问品和体检卡。

欢送仪式结束后，杨盼盼
将赶赴郑州做捐献前准备，并
计划于10月22日捐献造血干细
胞。

据了解，目前，我市在中
华骨髓库登记的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有4162人，成功捐献
者27名。

“90后”杨盼盼
将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记者 于文博
为整治市区非机动车闯红

灯、逆行、走机动车道等不
文明行为，连日来，我市先
后开展了外卖骑手交通安全
知识培训、非机动车交通违法
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等，不断
提 升 非 机 动 车 文 明 交 通 水
平。10月 16日，记者跟随市
文明城市建设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围绕市区非机动车交
通秩序进行了采访。

当天上午，在市区黄河路
与泰山路交叉口，几名交警正
在维持交通秩序，不远处的小
喇叭循环播放着交通安全宣传
语。记者在该路口的非机动车
道看到，大部分市民自觉遵守
交通法规，做到不闯红灯、不
逆行、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
等。记者随后在太行山路等路

段看到了类似的情况。
采访中，记者发现大部分

市民都做到了文明出行、安全
出行，但有个别市民不遵守交
通法规。在黄河路与泰山路交
叉口，几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市
民没有佩戴头盔。针对这一情
况，交警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
育。

据了解，我市交管部门依
托市区30个电动自行车集中整
治点和12支执法小分队，严查
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并联
合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外卖、快
递车辆加强管理，要求相关车
辆统一张贴企业标识，做到

“一辆车一个编号”。同时，我
市还开展了外卖骑手文明交通
素质提升活动，对外卖骑手开
展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增强他
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

整治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
提升文明交通水平

随身携“袋”，为减塑出一
份力；乐在“骑”中，一起绿
色出行。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

这次和“顶呱刮”一起
体验绿色生活。一张“顶呱
刮”彩票，还能玩出什么新
花样？10 月 12 日至 25 日，
让我们一起开启一张“顶呱
刮”彩票的“再生”之旅，
解锁“顶呱刮”绿色合伙人

身份，获得抽奖机会，抽取
绿色生活好礼。

漯河体彩

开启“顶呱刮”的“再生”之旅
抽取绿色生活好礼

→五颜六色的菊花吸引小女孩上前拍照。

10月15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建西社区举办“红管家”志愿
服务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理发、磨刀、修自行车、缝补衣服、
量血压、测血糖等服务。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