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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社会正气
●关注社会热点
●引领社会风尚
●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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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热点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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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助寒门学子】

事件回放：清华大学退休老教授赵家和，倾毕生
投资所得 1500余万元，隐姓埋名资助了 2204名寒门
学子。他捐出所有，却在癌症晚期舍不得用进口药，
一件化纤毛衣穿了十多年。去世4年后，他的故事才
公开。

网友热议：
多希望这位老教授在爱别人时，先把自己照顾

好。为什么要把对别人好建立在自我牺牲之上？
——武志红

老先生真是非常崇高，他对社会以及寒门学子的
那份付出也深深震撼了我的心。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舍
生取义呢？

——大梨子
有句歌词是这样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老先生的事迹不应该仅仅
只是用来追思，我们还应弘扬他的精神。

——京口怀古

关键词：【孩子机场看书】

事件回放：日前，日本孩子在清迈机场人手一书
有序候机，得到网友称赞。7月 3日，一组西安小学
生安静阅读候机的图片却被部分网友称为摆拍、作
秀、模仿。

网友热议：
中日学生机场看书对比照引发热议，有人盛赞日

本学生素质之高，却将中国学生视为作秀。对他人志
气可以见贤思齐，对自己威风又何苦妄自菲薄？比不
读书更可怕的是不自信，比不自信更可悲的是道德自
我矮化。国民一身“软骨病”，国家如何添“硬气”？
中国少年，要读书，更要自信！

——中国之声
好的行为就应该被称赞，没有什么好说的。有些

人如果看见小学生打打闹闹，会说孩子没素质，现在
孩子好好看书了，又说孩子作秀。敢问这些人，如果其
中有你的孩子，你是会夸赞还是说自己的孩子在作秀。

——大大的梦想
孩子看书，有人说他们作秀；孩子如果玩手机，

又有人说他们沉迷游戏。退一万步说，就算这是模仿
日本孩子的做法，也是好事，我们不应该说一些诋毁
的话。 ——无间细鬼

关键词：【开车吃棒冰被罚款】

事件回放：7月 4日，杭州交警执勤时，发现一
小型客车的司机在驾车过程中有吃棒冰的行为，对其
罚款 100元并记 2分。交警表示，因棒冰易融化的特
殊性，更容易分散驾驶员注意力，属于影响安全驾驶
的行为。

网友热议：
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事关交通安全，因而每一

个司机都必须铭记在心，付诸于实际行动，谁不安分
守己，无视交通法规，必然会付出相应的代价，或许
这就叫“交学费”。

——李忠卿
对于吃棒冰的处罚应该持续的坚持下去，执法标

准应该一如既往严格下去，交通宣传力度应该不断加
大，如此，民众们的认识才会从“这事新鲜”转变为

“就应该这样”，奇葩罚单也就不再奇葩。
——黄燚

盛夏时节，绿染大地，禾苗茁壮，果满枝头，豫东
大地一幅幅田园美景映入眼帘。在建党 95周年之际，
记者驱车来到地处黄河故道的民权县北关镇李馆东村，
在位于这个村的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商丘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李馆抗日地道遗址，记者带着虔诚、
带着敬重，瞻仰党员先烈，再一次接受红色洗礼。

英雄浩气犹在，先辈精神永存。陪同记者采访的北
关镇党委书记朱清华说，守护地道的赵松武老人已于年
前逝世，老人曾经获得“河南省道德模范”“河南好
人”“感动商丘人物”等荣誉称号，他感恩连长打“鬼
子”，自愿为其守墓 25年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现在，
赵松武老人的儿子赵庆民已遵从父亲遗愿，继续看守抗
日地道和烈士墓。

一进李馆抗日地道遗址大院，记者就见到了一位中
年人在打扫院落，他停下手中的活计对我们热情相迎，
朱清华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赵松武老人的儿子赵庆
民。赵庆民把我们引到地道口，向我们讲起了父亲的往
事：“1944年年初，年仅14岁的父亲就参军入伍，先后
当过侦察兵、卫生员、勤务员、骑兵，挖过地道，打过
鬼子，还参加了淮海战役。他的老上司、老战友杨朝起
烈士于 1948 年 7 月 26 日夜遭国民党顽匪张盛太部突
袭，腹中7弹，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4岁。杨朝起烈士
墓就建在了这段地道遗址旁。

说起父亲，赵庆民更多的是敬重。他说，父亲

194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复员回家，当过村
里的生产队长。1990年，由于年久失修，地道及烈士
墓毁坏严重。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英雄永远地倒
下了，但不能让英雄感到孤单，更不能让英雄的后人感
到心寒。他找到村党支部，作出了一个大胆而出乎人们
意料的承诺：“那地方没人看管怎么成？俺要跟烈士做
伴去，守在他身边，俺心里踏实。”为了这句承诺，父
亲在烈士墓旁建了一间简易的小房子，背起铺盖搬了进
去。直到去世，他与地下的战友朝夕相处了整整 25个
年头。

一开始，对于赵松武的做法，村里人和家人都不理
解。“吃、住各项条件都好了，在家享享福呗，一个人
却非要住到村外，我们心里确实有点生气。”说起当时
的心情，赵庆民如是说。但是时间长了，他却了解了父
亲的心，懂得了父亲的坚守。“每天，父亲总要把烈士
墓清扫得干干净净。大雨过后，他弯着身子钻入地道，
一桶一桶地把积水提出来。这些年里，他还在地道遗址
和墓地周围陆陆续续地种植了许多松树和柏树。现在，
放眼望去，盛夏时节的苍松翠柏就像父亲一样，以战士
的挺拔身姿守卫着地道和老战友的墓碑。”说起父亲的
往事，赵庆民的双眼也湿润了。以前每逢来看父亲时，
他常听父亲说的话就是：抗战时跟着老领导打日本鬼
子，现在天天守着他，再苦也不觉苦，心里舒坦得很。
而在此守墓半年多的赵庆民也慢慢有了这种感觉。

“父亲是老党员，他在这默默坚持了25年，日子过
得清苦而又平淡。他从不唱高调，对各种荣誉和资助看
得很淡。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能保证看护好抗战
时期保留下来的这一段地道战遗址，能让子孙后代记住
这段历史，俺就知足了。”赵庆民说这话时，一脸平静。

如今，赵庆民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清扫墓碑，打
扫卫生，再下地道查看有无损毁，然后再到附近的农田
里干活。现在的李馆抗日地道遗址保护工作越来越得到
重视。记者了解到，李馆抗日地道遗址和村子之间的道
路修好了，通往省道的道路硬化也列入了日程。这里每
年都会吸引省内外的上万名参观者，附近的学校师生每
逢清明都会来此扫墓，红色教育、红色传承的作用发挥
得越来越明显。

对这块红色资源金字招牌，当地党委、政府眼光看
得最远。北关镇党委书记朱清华介绍说，李馆抗日地道
遗址南一公里有“中国画虎第一村”的王公庄文化 3A
旅游景区，北一公里是黄河故道万亩背河洼地。“下一
步，我们将在“全国重点镇”蓝图规划的基础上，以打
造“旅游经济强镇”为总目标，将李馆地道遗址与王公
庄画虎村 3A景区、黄河故道背河洼地抱团发展，整合
红色资源、文化资源、生态资源，发展生态文化旅游，
积极争创 4A级旅游景区。我们一定保护好、利用好先
辈留下的资源，以旅游促增收，实现旅游扶贫、旅游富
民的目标。”朱清华说。

带着父亲的嘱托坚守
——河南省道德模范赵松武之子赵庆民遵父遗愿看护抗日地道和烈士墓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李昌勇

7月 6日，夏邑县老年文化艺术团在该县滨湖路街
头义演。该团演员由退休干部、农民、退休教师等组
成，他们“自愿参与、自觉奉献、自理费用、自找乐
趣”。近两年来，他们走进乡村和县城街头，义演几百
场，深受城乡老年人喜爱。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太棒了，真是豫剧小精灵！”6月24
日，在中央电视台“非常 6+1”节目彩
排现场，年仅5岁的田宸子一段经典豫剧
唱段结束，近乎完美的表现令现场总导
演发出一声感叹。据了解，这次录制，
节目组事先在全国几千名报名者中精挑
细选出了 28名少年儿童参加演出，家住
我市帝和小区的田宸子的演出是我省唯
一入选的豫剧节目。

据了解，田宸子两岁多的时候到位
于归德路的江琳工作室学习豫剧。江琳
一直致力于传承豫剧，她教的学生中出
过多位“梨园春”小擂主和豫剧“小梅
花”。“那时候田宸子还小，别的孩子学
唱段，练功，她就在一旁坐着看，有时
候还睡一觉。”提起这个低龄小学员，江
琳笑着说。老师不急，可是家长急了。
练了一年多后，妈妈陈迎迎发现孩子唱
起来野腔无调，“扯着嗓子直嚎”。没想
到不久之后，田宸子突然开悟了，音准
是同期学生中最好的。她嗓音嘹亮，架
势足，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会说话，扮
相甜美可人。

6月 24日节目正式录制，在此之前
田宸子已经先期到北京接受了近两周的
培训。6月 13日凌晨，陈迎迎和江琳两
个柔弱女子带着田宸子到了栏目组安排
的驻地。稍事休整，她们就迎来了栏目

组导演的初审。在现场，她们发现原来
强中自有强中手，全国各地来参加录制
的孩子有 28人，各具绝活，田宸子是其
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更令人忐忑不安的是，在正式录制

之前，各个节目还需要按照艺术总监的
要求进行进一步地打磨和精心编排，任
何方面出了状况，都可能提前“打道回
府”。节目组第一次召集大家开会，负责
的姚导演很严肃地告诫大家：“不要以为

来了就能上央视，就算是已经挑选出来
的，如果培训不过关，还是不能上。”小
小的田宸子听到后非常紧张。会议一结
束，她就自己跑到走廊上，一遍又一遍
地练习起手眼身法步。

孩子那么小，能经受住这次考验
吗？在培训期间，陈迎迎和其他家长一
样，除了跟孩子对台本，大部分时间都
是在一旁等候，看着孩子练习。导演要
求精益求精，任何一处细微的调整都要
落实到位。令陈迎迎觉得欣慰的是，之
前的节目江琳已经编排得相当成熟了，
所以改动不大。田宸子练功也非常认
真，每天一有空就抓紧练习，没有一句
抱怨。她最放松的时候，就是晚上能用
妈妈的手机看一会动画片。

通过一次次调整，田宸子最终在舞
台上呈现了四个小节目，两个经典豫剧
唱段，一个歌曲，一个豫剧版儿歌《我
的好妈妈》。用豫剧的调子唱儿歌，是导
演在彩排中即兴安排的一个小节目。当
时已经赶回商丘的江琳用微信发给陈迎
迎编排的小样，田宸子连夜跟着学唱。

“多亏了江老师的帮助，她对孩子专业上
的指导自不必说，此外江老师还非常擅
长跟栏目组和导演沟通，让孩子的节目
达到一个最好的呈现效果。”陈迎迎说。
栏目组给每一位小演员安排了一些有意
思的台词和互动，田宸子跟主持人王小
骞、明星黄鹤翔都有互动。

据了解，这期“非常 6+1”为暑期
特别版，是专门为小朋友们准备的一台
节目，将在暑假期间择期播出。到时
候，商丘市民将能在这台央视名牌节目
上欣赏到咱商丘“豫剧小精灵”的精彩
表演。

豫剧5龄童闪亮央视“非常6+1”
本报记者 司鹤欣

田宸子在“非常6+1”节目现场和主持人互动。

7月6日，商丘火车站，众多乘客准备乘车出行。7月6日是2016年铁路暑运正式启动的第6天，客流
主要以旅游客流、学生客流为主。据中国铁路总公司预计，为期 62天 （7月 1日至 8月 31日） 的暑运期
间，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6亿人次，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一男子年龄不到 30岁，看着精明能干，却偏爱
不劳而获，盗窃成瘾，为此10年内曾三次获刑。7月
1日，该男子从外地返乡不足一天，就溜至超市盗窃
他人财物，后被民警抓获。目前，涉嫌盗窃犯罪嫌
疑人马某已被宁陵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7月1日上午10点多钟，宁陵县石桥镇乔老村经
营超市的王先生报警说：“我到里屋取货的工夫，钱
箱内就丢了1000多元。”接到报警后，宁陵县石桥派
出所长杨海涛立即带领民警处警。

经调取监控，杨海涛发现一红衣男子在超市转
悠，看屋内没人，麻利地打开钱柜，拿起一沓现金
匆匆离开。根据红衣男子的体貌特征，民警对其进
行视频追踪，很快在该镇集市上将红衣男子抓获，
并从其身上搜出 1000多元现金和一张当日从扬州返
乡的火车票。经查，男子名叫马某，本镇郭叉楼村
人，因盗窃成瘾 10 年内曾三次获刑入狱。据其交
代，他去超市买烟见屋内没人，顺手偷走 1000多元
现金，并交代6月份盗窃邻居电动车一辆。

男子偏爱不劳而获

返乡也要顺手牵羊
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连永亮

7月 5日，睢县人民医院驻睢县涧岗乡恒山村帮扶
工作队将爱心轮椅送到该村贫困户丁立治家中。今年，丁
立治 9岁的孙子因病下肢瘫痪。驻村工作队得知这一情
况后，立即向县残联申请，特意为孩子量身定做了一把轮
椅并送到家中。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马振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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