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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霞

70多年前，在中华民族陷入危
难的时刻，他们奋不顾身，用血肉
抵挡敌人的侵略，用生命捍卫民族
的尊严。如今，他们不为人知，容
颜老去，腰弯背驼，甚至卧病在床，
但他们没有怨言，依然辛勤劳作，
积极生活！他们，是抗日战争的亲
历者与幸存者——抗战老兵！

为了纪念和慰藉那些为抗日
战争流血牺牲却淡出人们视野的
抗战老兵，12月 13日，首个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由平
顶山市摄影家协会和艺术摄影学
会主办、关爱抗战老兵平顶山志愿
者团队协办的《民族的脊梁 永远
的丰碑》平顶山抗战老兵摄影展在
市工人文化宫东门广场拉开帷幕。

这是我市首个以抗战老兵为
题材的纪实摄影展，其形式和规模
在全省尚属首次。

8位抗战老兵齐聚现场

12 月 13 日上午，34 块饱含深
情的抗战老兵影像展板在市工人
文化宫东门广场上刚一排开，便吸
引了大批市民前来观赏。面对着
抗战老兵一张张写满沧桑的容颜，
一尊尊傲然不倒的身躯，许多市民
肃然起敬，表情凝重，有的蹲下来
仔细观看照片下面老兵的姓名及
事迹。

今年89岁的何启明老兵孤身
栖居在一处废弃戏台，经晚报报道
后，明星陈坤资助他住进了市夕阳
红老年公寓。当天，被请到现场的
何启明老人在志愿者的搀扶下观
看展板，老人边看边用手绢擦拭泪

水。
当天上午9点多，主持人宣布

仪式开始，受邀来到现场的8位鹰
城抗战老兵在志愿者的搀扶下颤
巍巍的来到台上就座，这些老兵分
别是：杨国选、杨忠权、王明志、何
启明、张付庚、魏金营、孙文魁、张
平座。志愿者为他们戴上了书写
着“抗日英雄 卫国勇士”的红色授
带。

随后，来到现场的驻平某部官
兵、来自省内外的关爱抗战老兵志
愿者及社会各界群众首先向南京
大屠杀死难同胞默哀一分钟。

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武
强致辞时说：“这个影展，是平顶山
摄影界献给抗战老兵的一份厚
礼。老兵是活着的荣光，他们与历
史同在。他们弯曲的腰背，曾经挺
立起中华民族的脊梁。面对影像
中的抗战老兵并全国所有的抗战
老兵，请接受我们的致敬：永远的
抗战英豪，永远的历史丰碑！”

今年98岁的抗战老兵杨国选
是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十六期学员，
抗日战争中曾任连长。他代表老
兵们讲话，一句“我今年 98岁了”
就引来现场一阵掌声。

铭记他们 珍惜今天

来自广东的关爱抗战老兵公
益人士黄艺先生走上台，向来到现
场的老兵鞠躬致敬，并为每人送上
600元红包。他说，平顶山有这么
多抗战老兵是值得骄傲的。他们
幸存下来，我们应该让他们感受到
人间的温暖。

一直为平顶山志愿者寻访抗
战老兵提供车辆支持的平顶山世

纪丰田 4S店，在现场为每位老兵
送上了一套保暖内衣和一顶棉帽
子。

仪式刚一结束，台下的观众纷
纷上台与老兵们合影留念。81岁
的海秀英大妈上台与每一位老兵
握手，她激动地对记者说：“我看到
这些照片心里特别激动，我尊重他
们，想向他们表达我的敬意，还想
给他们扭扭秧歌！”看拍照的人少
了一些，大妈竟然舞动着红红的长
围巾，在老兵面前大方地扭起了秧
歌。

平煤神马集团退休职工李收
在台下听得直掉眼泪。仪式结束，
他也走上台与每一位老兵握手并
拥抱，说上一句：“您受苦了！”握完
手，他一边擦泪一边对记者说：“没
有他们，我们会有今天？”

抗战老兵刘聚生的老伴儿坐
着轮椅来到了现场，她流着泪说，
很遗憾老伴儿没有等到这一天，不
能来看当天的展出。原来刘聚生
老人刚于11月30日去世了。刘聚
生的女儿回忆说，当志愿者到家里
送“民族英雄”字画时，一直患有老
年痴呆的父亲突然流泪了，还打开
话匣子讲起了当年抗战的故事。
父亲的抗战经历得到了肯定，这让
他们一家人感到欣慰。刘聚生的
老伴儿拿出 200 元钱塞给志愿者
史文召，非要捐给关爱抗战老兵志
愿者团队。

“他们不怕死亡，只怕被遗忘”

据志愿者“土坷垃”介绍，关
爱 抗 战 老 兵 平 顶 山 群（QQ：
89138546）创建三年多来，已发展
志愿者500多人，经常参加活动的

有几十人。截至目前，我市已发
现抗战老兵 202 位，还健在的有
148 位，居我省 18 个省辖市之首。
他们中最小的86岁，最大的已105
岁。

此次摄影展共展出 34 块展
板，包括130多位参加过淞沪会战、
河南会战等战役的平顶山抗战老
兵的现实生活缩影逾200张，主要
分为抗战历史介绍、关爱老兵行动
及平顶山抗战老兵现状三部分内
容，全部由鹰城摄影师屈公选拍
摄。

屈公选，网名“绿太阳”，2013
年 6 月偶然接触到抗战老兵这一
特殊群体之后，开始将镜头对准他
们。一年多来，屈公选与志愿者一
起寻访并救助抗战老兵，记录下每
一个瞬间。他们翻山越岭、走乡串
村，冒酷暑严寒，走进抗战老兵的
家中拍照、记录，留下了许多难得
的瞬间。

屈公选说：“抗战老兵是一群
被遗忘的无名英雄，一位老兵就是
一部活着的抗战历史。他们不怕
死亡，只怕被遗忘。走访的过程
中，倾听他们当年的故事，记录他
们此刻的容颜，感觉他们依然坚强
不屈，那种不倒的精神激励着人们
奋发前进！”

由于抗战老兵大多生活贫困，
目前，经关爱抗战老兵平顶山志愿
者团队申请，由关爱抗战老兵基金
会和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两家资
助的抗战老兵已达120人，这些老
兵每月获得 300 元或 500 元的救
助。截至目前，团队已累计募集善
款约 126 万元、物资价值 40 余万
元。

用镜头讲述抗战老兵的故事
平顶山抗战老兵摄影展开展

□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新城区复兴路是我市
驾照考试科目三的路考指定路
段，新城区创建办曾在媒体上曝
光过该路段车辆乱停乱放、私搭
乱建、垃圾积存等问题。11 月中
旬，经过相关部门研究后决定，该

路段于 12 月起不再作为路考考
场。昨天上午，新城区创建办第
三次检查该路段环境卫生，经过
环卫、城管、公安、办事处等部门
的整治，目前该段道路沿线环境
已有大的改观。

昨天上午9点左右，检查人员
在复兴路东段看到，路面卫生较

为整洁，停放在道路两侧的车辆
寥寥无几，与往日车辆排长队、拥
挤不堪的状况形成强烈反差。路
边人行道上大量简易棚已经不复
存在。绿化带内和人行道上也没
有发现生活垃圾堆积的情况。十
几名环卫工人正在沿街保洁，一
台大型挖掘机在清理人行道上散

落的黄土。
新城区城管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从 12月 3日起，复兴路不再作
为我市机动车驾驶证科目三考试
路段。该局 50 多名职工对道路
沿线进行了为期 3 天集中清理，
清理垃圾十多吨，拆除简易棚 40
多座。

取消驾考路段 拆除简易棚
新城区复兴路变清静

□记者 王春生

本报讯“旅游卖的是产品，
不是资源，要靠物化营销、情化
营销才能更好地把旅游产品卖
出去……”昨天上午，市旅游目
的地建设座谈会在平安大厦举
行，来自国内的多位旅游专家齐
聚鹰城，为我市如何打造海内外
知名旅游目的地建言献策。

据介绍，这次座谈会由市政
府举办，市旅游局等承办。座谈
会上，来自国家相关部委及中国
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北京大学
等多位旅游专家主要围绕平顶山
市如何发展旅游业，如何实现旅
游业的升级转型；作为资源型城
市把旅游业打造成为新型接续产
业的可能性；平顶山市旅游业如
何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平顶山
市旅游形象如何打造提升；如何
发展平顶山乡村、温泉和宗教旅
游；相关部委关于旅游与其他产
业融合的政策及项目指引等方面
进行了座谈和研讨。

近几年来，我市旅游业快速
发展，全市接待海内外游客人数
和旅游总收入均以年均15%以上
的增速增长，但是我市旅游业整
体尚未摆脱粗放型的发展模式，
旅游业发展水平与丰富的旅游资
源还不相称；与旅游业发达城市
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急需从
各方面提档升级。

如何打造
知名旅游目的地
国内旅游专家
齐聚鹰城建言献策

昨天，本报发行员在
试驾读者服务车。从今天
开始，由平顶山日报社购
置的 114辆大功率电动读
者服务车正式投入运行。
据介绍，这种读者服务车
外形美观，机动性强，宽敞
的后货箱不仅能装载报
纸，还能装载多种物流配
送商品，使《平顶山日报》、

《平顶山晚报》的投递更加
快捷、多样。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新读者服务车
上岗

来电照登
市民高先生昨天来电：市区

新华路雷锋小学对面胡同有一下
水道堵塞，污物横流，气味难闻。

市民梁先生昨天来电：市区
启蒙路与迎宾路交叉口河道内经
常有环卫工人焚烧垃圾，气味呛
人，望有关部门处理。

热线回复
市区亚兴路程庄29号楼东

有一管道向外冒清水，已经半个
多月了。

本报热线工作人员与反映人
联系得知，工人师傅正在维修，很
快会修复。

市区平安大道与四矿路交叉
口路南有一浴池的烟囱冒黑烟，
污染空气，望有关部门及时处理。

市环保热线工作人员王先
生：我们尽快核实处理。

百姓热线

有啥只管诉说
晚报帮你奔波

4940000
报料QQ：800019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