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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科学

本报讯 连绵的秋雨降了气
温，涨了菜价。记者昨天从市区
部分市场了解到，市区菜价尤其
是叶子菜价格上涨，部分菜价每
斤（500克）涨了1元。

“葱咋卖？”“两块八（一斤）。”

“这么贵？”昨天上午，在市区长青
路中段的李庄菜市场，一位骑电
动车的女士问过菜价，犹豫了一
下，没买。

“涨了，都涨了。”忙着招呼客
人的商贩郑女士告诉记者。受连
日秋雨影响，菜价普遍上涨。记
者了解到，8月29日李庄菜市场

黄瓜每斤售价1.5元，昨天涨至每
斤2.5元；豆角前几天每斤1.5元，
昨天涨至2元；萝卜也从每斤1元
涨至 1.2元……“一般每斤涨四五
毛，多的涨了一块。”郑女士说。不
过，耐储藏的白菜、冬瓜、胡萝卜等
价格未受降雨影响，白菜每斤1.3
元、冬瓜每斤0.6元，胡萝卜每斤2
元，价格与雨前相差无几。

在市区体南农贸市场，一位女
商贩表示，“下雨下得啥都贵了。”
她说，黄瓜、西红柿前几天每斤2
元钱，昨天都涨到了2.5元。另一
位商贩则表示，豆角由原本的每斤
两三元涨至 3.5 元，“再下雨还得
涨”。叶子菜价格也都不低，每斤
3元左右，涨了五六毛不等，“普遍
涨了四五角或者七八角”。

魏寨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管理
所所长李强表示，持续秋雨对菜价
造成了一定影响。尤其是近郊的
叶子菜，下雨致起菜困难，市场上
供应量下降，菜价上涨。如果持续
阴雨，菜价近期仍将维持目前的高
价位。

连绵秋雨助涨菜价

昨天，在市工人文化宫运动场上，一位老人冒雨健身。
老人告诉记者，他叫白聚恩，今年76岁，家住新华区中兴路

街道中兴社区，5年前开始在这里锻炼，每天都要在单杠上做140
个拉伸旋转动作，风雨无阻，从不间断。老人说，坚持锻炼让他的
身体越来越好，不仅消除了他胳膊痛的老毛病，就连感冒发烧的
小病都很少得。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杠上健身风雨无阻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文/图

8 月 30 日，气温骤降，秋雨纷
飞，湛河区北渡街道汴城村90岁高
龄的抗战老兵孙五德在志愿者陪护
下，踏上了重返西峡口战场的纪念
之路。

72年前，孙五德与十多万中国
将士一起，参加了抗日战争的最后
一役——西峡口战役。正是在这场
惨烈的战役中，传来了日军投降的
消息。

今年是抗战胜利72周年，我市
弘扬抗战老兵民族精神爱心群的志
愿者近期在慰问陪伴老兵的过程中
了解到，孙五德老兵想到当年参战
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重温那段不
能忘却的记忆。为了帮助老人完成
心愿，迎接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
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纪念日”的到来，在西部观赏石协
会、市奥力伟业电梯有限公司的爱
心支持下，8月30日，志愿者冒雨驱
车数百公里前往南阳市西峡县，陪
老兵孙五德重走抗战路。

第一站：西峡侵华日军受降点
幼儿园师生对老兵送上敬意

8月 30日上午8时许，记者跟
随志愿者郭建平、史文召、苏根成、
春天美如诗等来到湛河区北渡街道
汴城村。老兵孙五德和老伴谷花勤
早已穿戴整齐在自家小院里等候。
今年90岁的孙五德老人身材矮小，
腰背弯曲，但精神很好。临出门时，
老人特意戴上了两年前由政府颁发
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志
愿者小心搀扶，老两口坐上了驶往
西峡的中巴车。

孙五德老人兄弟五人，他排行
老小，二哥、三哥先后当兵，参加了
抗日战争（战后均因肺病去世）。
1944年，16岁的孙五德也被保长派
了兵，先是在国民革命军第31集团
军孙坚部驮马大队当号兵，后来牵
着骡子往前线运送弹药。1945年
西峡口战役时，他随驮马大队从南
召往西峡口运送弹药，其间遭到敌
机轰炸，身边很多战友和骡马都被
炸死。有一天运送弹药回来，队长

宣布“老日投降啦”，他还有点不相
信。

上午11点半，中巴车到达西峡
县城时，雨下得正大。西峡县政协
学习文史委已退休的老主任张永祥
先生研究西峡口战役多年，曾主编
《抗日战争在西峡》一书，热心地担
任此行的向导。在张永祥的带领
下，一行人首先来到位于县城中心
的西峡侵华日军受降点。

已改为“别公幼儿园”的这座院
落，留存着一栋老房子和一棵古老
的皂角树，老房子上挂着“内乡县国
民兵团司令部旧址”的牌子。张永
祥告诉我们，这里是西峡抗日名将
别廷芳的司令部，也是中国军队向
侵华日军传达受降命令的地方，并
在这里接收了日军的枪械、物资，日
军退出了西峡。张永祥搀扶着孙五
德，讲解当年日军受降的情景，老人
听着频频点头。

那棵古老的皂角树上挂着一口
铁钟，看门师傅说，那口钟其实是一
个炮弹头。

得知参加过西峡口战役的平顶
山籍抗战老兵来参观旧址，别公幼
儿园的老师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让孩
子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机会。
在简短的欢迎仪式上，小朋友们向
老兵献花并与老兵及志愿者合影留
念。

第二站：马鞍桥阻击战遗址
当地村民用传统民歌欢迎
抗战老兵

吃过午饭，一行人沿着西峡口
战役日军进攻路线向西北方向进
发。一路上经过丁河镇、重阳镇，车
窗外掠过的山越来越高。

据张永祥介绍，1945年3月下
旬，日军集结两万多人，在飞机、
坦克的掩护下，沿豫陕公路向西
峡口进犯，他们企图穿越西峡口
进逼西安，打通南下交通线。我
方十万军民严阵以待，节节阻击，奋
起抵抗。

马鞍桥阻击战是西峡口战役中
的重要一战，1945年4月4日拂晓，
日军集结骑兵、战车向我方阵地发
起进攻，驻扎在芦沟村青石岭上的

我方守军与敌军激战，后用战防枪
（美国提供的一种能击穿坦克的机
枪）击毁日军战车两辆，炮弹击毁战
车一辆，日军损失惨重，在马鞍桥未
能前进一步。

马鞍桥位于重阳镇芦沟村青石
岭脚下，因附近地形似马鞍，故曰

“马鞍桥”。这里是豫陕公路的咽喉
要道，如今仍有两条铁路和两条公
路在这里交会。

下午两点半，车抵达马鞍桥。
当年的马鞍桥尚在，水泥桥栏已残
破不堪，桥下河水依依东流，桥头竖
立的“抗战纪念地——马鞍桥阻击
战遗址”纪念碑，默默地讲述着当年
发生在这里的那段悲壮的保家卫国
往事。

当张永祥向孙老讲述纪念碑上
记载的马鞍桥阻击战的情况时，老
人眼含热泪，表情凝重。志愿者搀
扶着孙五德老人慢慢走上马鞍桥，

老人抚摸着水泥桥栏，幽幽地说：
“我记得这桥栏原来是木头的……”

孙五德老人回忆，当年他随队
伍运送炮弹从这里经过时，日军飞
机扔下炮弹，炸死了很多骡马和战
友，要不是他反应快趴在了地上，早
没命了。

随后，当地村民的话印证了老
人的回忆：马鞍桥桥栏最早确实是
木头的。

一行人随后来到旁边的中华民
族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当地村民
敲锣打鼓、放起鞭炮，欢迎抗战老兵
的到来。一家西坪民歌艺术团的队
员也自发来到现场，为远道而来的
老兵献上民歌表演。西坪民歌是西
峡县西坪镇的传统民歌，已列入河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馆长刘党强说：“抗战老兵现
在都是宝呀，他们都是抗战英雄，
没有他们当年的拼死奋战，哪有我

们今天的生活呀！”为了表达对抗
战英雄的敬意，刘党强为老兵颁发
了聘书，聘请老兵为“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最后一役西峡口胜利纪念
馆”的荣誉馆长。随后，他带领孙
五德老人参观了纪念馆，观看了当
年战场上遗留下来的军刀、大刀等
武器。

重阳镇农民华中强也专程赶到
现场，向孙老表达他的敬意。2014
年，华中强花费十几年心血写成的
《侵华日军的滑铁卢 西峡口抗战纪
实》一书出版发行，受到广泛关注。
华中强说，西峡口战役是抗日战争
的最后一战，也是日军自认败得最
惨、最为狼狈的一次战役。

当天下午近4时，孙老和志愿
者与西峡当地民众依依惜别，开始
返平。72年后返回战场故地重游，
孙五德老兵终于如愿以偿，由衷地
表示“很高兴，一点也不累”。

不 能 忘 却 的 纪 念
——鹰城老兵孙五德重走抗战路

老兵孙五德站在马鞍桥上，陷入回忆。

昨天，市区体南农贸市场，市民在采购蔬菜。本报记者 禹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